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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家身上既流淌着经济的血液, 也包含着道德的血液。最近披露的  三鹿事件 !折射出企业家道德

血液的流失。道德因子流失的原因主要在于企业家缺乏诚信、责任、人本意识和敬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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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lood c irculat ing in the entrepreneurs∀ vesse l contains both econom ic andmora l e lem ents. "Sanlu

powdered m ilk event" revealed by the m edia recently reflects the loss of moral element in the blood o f entrepre�
neurs. The cause for the loss o fmoral e lemen t lies mainly in the entrepreneurs∀ lack o f trustw orthiness, responsi�
b ility, hum anitarianism and pro fession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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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事件被广大媒体曝光后,引起党和国家的高

度重视。温总理屡次强调  企业家不仅要懂经营、会

管理,企业家的身上还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为此,

对企业家进行血型剖析, 认真分析企业家失血的原

因,对企业家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当代企业家的道德缺失

� � 当代企业家处于严重的道德缺失状态, 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诚信意识淡薄

当今社会, 企业家不遵守信用规则, 不诚信经

营。当前深陷诚信危机的奶制品行业就是这样。三

鹿婴幼儿奶粉在国内乳制品行业引发的这场  强地

震 !,使人们对国产乳制品产生信任危机, 国产品牌

纷纷被消费者抛弃,奶农遭受巨大损失,消费者生活

受到严重影响。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 未必能实现

其最大化,把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同对诚信最大化

的追求结合起来,才是问题的关键。对企业而言,只

有坚持诚信最大化,才能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
[ 1 ]

(二 )社会责任感缺失

有的企业家看不到企业的长期效益,在市场竞争

中为追逐短期利润而不负责任, 对产品把关不严,有

的企业家在其位却不谋其职。客观地说,三鹿奶粉,

产品从源头到消费者手中,需要经过多道检测, 确认

合格后方可投放市场。但纵有上百道的检测,居然直

到伤害到上千名无辜的婴幼儿时才检测出三聚氰胺。

查不出问题的问题,才是真正可怕的问题,再精密的

仪器都难以查出责任缺失这一产品之外的因素。

(三 )人本意识缺乏

许多企业家受西方  泰罗制!管理模式的影响,

在生产手段的运用上不善于  以人为本 !, 而是把企

业当作一个用劳动力来交换金钱的场所。有的企业

家为了经济利益而置消费者的安全于不顾, 纵容制

假、造假: 敌敌畏泡火腿肠,  苏丹红!食品添加剂等

等, 不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把追求高额利润作为

企业的唯一目标,把社会责任和伦理道德踩在脚下。

反正自己不吃自己生产的食品,别人吃了与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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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一部分食品生产从业人员都有这种心态。企业

家将一点可怜的经济利益置于巨大的公共安全之

上,这无疑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最大嘲弄。

(四 )敬业精神不足

有些企业家没有克尽职守,是自私自利之心重,

敬业精神不足。三鹿事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三鹿

集团从今年 3月份开始就陆续接到了一些患泌尿系

统结石病的投诉。但是, 三鹿负责人在相当长的时

间内既不向政府报告, 也不采取断然措施, 竭力隐瞒

奶粉含有三聚氰胺的事实,以至酿成惨重的后果。很

多企业家挣来的钱不是用来投入再生产,而是变成了

个人消费基金,这是敬业精神不足的又一种表现。

二 企业家血液类型分析

� �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道德缺失现象? 我们来分析

一下企业家的道德血液成分。

(一 )经济成分

企业家的产生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 是

 经济人 !交易过程长期演变的必然结果, 流淌在企

业家脉管里的首先应该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经

济血液。  经济人 !最本质的特征是自利, 在一定的

约束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对此, 亚当 #斯

密在∃国富论 %中写道: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

料,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家或老面师的恩惠, 而是出

于他们的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

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 2]
追逐利润是企业

家经济活动的本质属性, 诚如马克思所言  人们奋

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3]

 经济人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否具有其伦理正

当性? 综观马克斯 #韦伯的理论, 可以看出追求经

济利益是经济主体的经济目标, 是一种职业责任。

在韦伯那里,清教徒对财富的追求是一种天职,是为

了表达自己对上帝的忠诚。他们实行严格的禁欲和

冷酷无情的节俭,在发奋工作的同时讲求信誉和诚

信。其次,  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

行动时会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 这是亚当 # 斯密

 经济人 !假说的灵魂所在。再者,  经济人 !是理性

的,他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

做出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于从经验中学

到的东西,从而使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企业

家对物质利益和私人财富的追求, 是通过遵守经济

理性原则和经济伦理规则, 凭自身的能力和主动性

去争取的。因此,理性的企业家愿意选择理性或道

德的经济行为。

(二 )道德成分

人只有在道德上实现了自我才是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当我们以  家 !相称某

人之时,就已经对其进行了品格理设定。企业家作

为社会精英, 肩负着巨大的社会责任, 在伦理指向

上, 企业家应具有更多的利他倾向,是道德意义上的

完人。

企业家具有的道德属性不是外部加诸于企业家

的, 而是  经济人!的经济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前文
考察  经济人!行为动机时可以看到, 道德作为价值

判断应运而生。企业家追求利益的动机可能纯粹是

为了个人的生存、享受、发展。但市场经济环境下,

只有经济主体充分发展其才能, 追求尽可能高的利

润和效益,才可能增加国民财富并使之最大化。企

业家利己动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 在

人们的价值判断中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善。从整个社

会生活范围上说,  经济人!的手段既受经济效益的

评价和制约,同时又受社会效益的评价和制约,社会

效益中道德的评判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人

们都要问一问这种手段对社会风气会产生什么影

响。  经济人!获取合乎法律的经济利益之后, 他如

何使用它们又会产生道德评价,  经济人 !自身的价

值观、道德信念会支配他如何使用。如果他用一部

分支持社会生产或投入社会慈善事业,这既能反映

企业家的道德境界,又能实现最佳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统一,社会道德则予以赞扬。  经济人 !概念
中之所以包含自身否定性的道德规定性,原因在于

经济人只是一个科学的抽象, 而现实生活中人是多

种因素的矛盾合体,一旦进入现实生活中各种非经

济因素尤其道德对经济人的动机、手段、效果的影响

和作用是必然的。

从理论上讲,  经济人!和  道德人 !是可以划界

的, 而就实践而言, 对企业家的血型界定决不能简单

地归结为  经济型!或  道德型 !。如果过分强调  经
济人 !的自利性, 把经济利益作为企业家最高的目

的和追求, 那么企业家这个  经济人!就有蜕变为

 经济动物 !的可能。企业家在经济行为中,不只是

存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 同时也存在着追

求非财富 (利他主义 )最大化倾向。也就是说, 企业

家在经济活动中不仅是希望获得物质利益的最大回

报, 即  利 !, 而且希望得到精神价值的实现, 即

 义 !。企业家的血液利义交融, 即包含  利!的成

分, 又包含  义 !的因子。那么企业家对何种  利!的

追求才是正当的,才吻合血液中  义 !的因子呢?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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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生之利是德性主义的道德资本思想的基本原

则。
[ 3] 99
中国古代德性主义者在义利关系问题上,强

调伦理重于经济或理性重于利益, 如孔子强调  义

以生利 !。 ( ∃左传 %鲁成公二年 )当义利动机发生冲

突时, 企业家应以义生利, 义利结合,  见利 !也应

 思利!,而不能见利忘义, 唯利是图。之后取利的

手段要合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获取利润是企业

家从事经营活动的本质属性,但并不等于可以不择

手段谋取利益,企业家要  生财有道 !。孔子说:  富
与贵, 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我国传统

的功利主义者一般强调国家之功利, 追求国家之富

强。
[ 3] 120- 121

在求财致富的目的上, 企业家借鉴功利

主义者提出的国家利益置上,人民利益优先的原则。

强调利与义,富国与利民的统一性, 手段利民, 目的

富国。他们提倡企业的奉献精神、劳动者忘我劳动

的激情,给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道德动力。道德

已不是游离于企业家经济活动之外的因素, 而是企

业家身体中的血液本身构成。于此, 问题的关键在

于企业家需要什么样的道德血液?

三 企业家道德血液的重建

企业家的道德血液首先包括诚信。  诚信 !即

是以义制利、循义经商的一种外在表现。传统儒家

十分重视信。孔子说:  民无信不立!, ( ∃论语 #颜

渊 % )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 ∃为政 % )人而无

信,在社会上就寸步难行, 更无法在经济管理过程中

获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宋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就

认为  诚 !乃五常之本, 百行之源也, 也是道德的极

致。如何才能达到  诚信 !的最高境界呢? 他要求

人们  虚静无欲 !, 做到尊贵道义, 轻视利欲。在当

代,  诚信!二字不仅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也是企业

家成就事业的基石。因此, 企业界有  小企业做事,

大企业做人 !的共识。企业家只有诚信经营才能赢

得消费者的信任,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才能有效留住

老顾客和吸引新顾客,培养顾客忠诚度。

企业家的道德血液还包括社会责任。企业家社

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

护环境、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等, 它是企业

对外部加诸其道德期望的内部认知与自觉, 其中涉

及从道德他律到道德自律的转化。只有当社会对企

业家的道德预期转化为企业的伦理目标或道德理想

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社会责任。企业家只

有勇于遵守相关的社会规则,敢于承担社会责任,才

能使产品通过市场获得交换价值, 进一步地协调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产品的品牌价值提升为企业

的无形资产,并将这一无形资产转变为企业生存竞

争的道德力量。

企业家身上也应该流着  人本 !的道德血液。
孔子提出  天地之性,惟人为贵 !,荀子指出  人最为

天下贵!, 唐朝统治者深刻认识到  水能载舟, 亦能

覆舟 !。员工是企业的主体, 企业的生产、经营、销

售和服务都要靠员工才能实现。在企业管理过程

中, 企业家应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充分尊重员工主

人翁地位和正当权益。坚持民主管理, 把关心员工、

爱护员工的道德品质内化为自身血液的一部分。消

费者是企业的衣食父母,企业家还应以消费者为本。

考虑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利益, 树立一切为消费者

服务的理念。

企业家身上还应该流着敬业的道德血液。韦伯

把清教徒的勤勉、坚忍、节俭、诚实、守法, 对财富的

追求、艰苦劳动和进步精神等等, 称之为  敬业精

神!。[ 4]  敬业精神 !所倡导的是人的价值的二重性

的有机统一。既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又为社会创造

了价值,服务于社会。企业家的敬业精神对企业的

效应较为明显,它可以通过塑造企业形象、创造名牌

产品和优质服务等,为企业直接创造物质价值和经

济效益;可以影响职工去热爱他的企业、技术和产

品, 从而激发职工的主人翁意识, 以增强企业凝聚

力, 更好为企业服务。

总之,企业家脉管里即包含着经济的血液,也流

淌着道德的血液。企业家只有用  经济人 !的他律
与  道德人 !的自律双管齐下, 只有在追求经济利益

最大化的同时恪守诚信原则,以人为本,建立起人与

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借此, 企业家才能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信步天下,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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