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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庭经济”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尹世杰

　　摘要 : 家庭是基本的消费单位 ,不能说任何家庭都是生产经营、投资单位。家庭内部

也有经济行为 ,如购买商品和服务以及智力投资等 ,但家庭经济行为决不能搞“利润最大

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具有超经济的天然感情的溶合性 ,不是商品货币关系。家庭

不是“市场”,不存在“家内交换价值”,我们应该从家庭美德、家庭文化的高度去审视家庭

消费、家庭经济 ,使家庭成为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 ,以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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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经济”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有人在

其所著《家庭经济行为论》中提出 ,“家庭既是消费单

位 ,也是生产单位 ,还是投资单位 ,是一个综合性的

经济主体”,是“综合经济人”。“家庭的商品生产同

企业的商品生产在这个本质问题上是具有一致性的。

它们都是为市场交换而进行生产 ,其目的都是追求利

润最大化。”“家庭内部实际上存在一种准市场交易 ,

使得家庭劳务产品具有一种转移形式的价值”,“从家

庭成员的分工来看 ,家庭家务劳动也存在家内交换价

值”。这些说法、这些问题 ,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家庭的性质和本质要求是什么

众所周知 ,家庭是基本的消费单位 ,人的消费生

活 ,不能脱离家庭。但不能笼统地说 :一切家庭都是

生产经营、投资单位 ,“是一个综合性的主体”,是“综

合经济人”。有些农民家庭和城市小生产家庭 ,以及

一些商人家庭 ,有生产经营和投资行为 ,但其他很多

家庭 ,包括公教人员家庭 ,却不能这样说。这些家

庭 ,主要是具有消费经济的职能。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 ,在人类发展的初

期 ,家庭的生产职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特别是在

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 ,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

足的。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 ,家庭成员互相协作制

造工具 ,生产食物、布料、建造住房、提供生活必需

品。即使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资本主义社会 ,

家庭也仍具有生产的职能 ,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

但在我国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 ,家庭的生

产职能 ,逐步转为社会化大生产 ,家庭一般是基本的

消费单位 ,这些众所周知的情况 ,就不必多说了。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在社会主义社会 ,家庭既然

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消费单位 ,家庭的主要功能 ,

不在于生产经营 ,而在于不断提高消费质量 ,建立文

明、健康、科学的消费方式 ,使家庭成为两个文明建

设的重要基地。这就要弘扬家庭美德 ,促进社会文

明。10 年前 ,党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 ,就强

调 :“⋯⋯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 ,

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反对和抵制拜

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大力倡导尊老爱

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

美德。”这是家庭消费的指导方针和重要内涵。我们

研究家庭消费乃至家庭经济 ,就必须加强家庭美德

建设 ,加强家庭文化教育 ,提高家庭消费力 ,弘扬家

庭文明。我在十多年前就提出 :文化教育是第一消

费力 ,并强调精神消费力等论点。①以后在论及家庭

消费时 ,还具体提出 :“⋯⋯要在提高家庭科学文化

水平、提高人的素质的基础上 ,提高家庭消费力、特

别是精神消费力。”“⋯⋯加强家庭消费教育 ,不断提

高消费中的文化含量。教育家庭成员学科学 ,学文

化 ,讲社会责任 ,讲社会奉献 ;教育家庭成员科学消

费 ,文明消费 ,从而在不断提高家庭消费的层次和质

量的基础上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②。家庭消费质量

提高了 ,就会体现马克思所说的 :“⋯⋯人的本质力

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③我们讲家

庭消费 ,乃至家庭经济 ,就应该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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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落实到家庭 ,弘扬家庭美德 ,提高精神消费力 ,

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这是家庭的基本功

能。我们研究家庭消费、家庭经济 ,是否也应该多考

虑这些问题 ?

一般说 ,由于家庭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消费单

位 ,因而家庭经济作为一门学科 ,应该主要研究家庭

的消费行为 ,包括家庭成员的婚、嫁、生育、储蓄、养

老以及智力投资等 ,都要体现以人为本 ,决不是“追

求利润最大化”的问题。如日本学者津田美穗子就

认为 :“家庭经济学 ,是以人类生活中的消费生活、家

庭生活为主要对象的经济学。”④国际上研究家庭经

济的权威学者加里·S1 贝克尔在《家庭经济分析》一

书的“前言”中也提出 :“试图用研究人类行为物质方

面的工具和结构去分析结婚、生育、离婚、居民户的

劳动分工、声望和其他非物质方面 ⋯⋯本书不仅有

强调对家庭生活的物质意义上的探讨 ,而且还用一

种特殊的理论结构去分析家庭生活的其他许多方

面。”⑤可见 ,贝克尔研究家庭经济 ,主要是研究“家

庭生活”,并没有研究家庭如何去“追求利润最大化”

的问题。

二、家庭经济行为 ,能搞“利润最大化”吗

这里所讲的家庭经济行为 ,应该是讲家庭内部

的经济行为 ,而不是家庭成员在家庭之外的经济行

为 ,如投资办企业、开商店等 ,那些已属于企业、商店

的经济行为了。家庭内部的经济行为 ,如文化教育

消费 ,搞智力投资 (西方国家称为“人力资本”) ,这就

不存在一般所说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即令是家庭外部的经济行为 ,在社会主义社会 ,

不论投资办什么企业 ,开什么商店 ,也只能诚信经

营 ,取得合理利润 ,不能搞“利润最大化”。只有在资

本主义社会 ,一些资本家才追求“利润最大化”,正如

马克思所说的 ,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的

动机 ,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 ,而是交换价值和交

换价值的增殖了 ⋯⋯具有绝对的致富欲”⑥。甚至

出现“万恶的求金欲”:“货币不仅是致富的一个对

象 ,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这种欲望实质上

就是万恶的求金欲”⑦。“求金欲”就是我们现在的

“追求利润最大化”,马克思称之为“万恶”,这问题还

不严重吗 ? 事实上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 ,出现

了“万恶的求金欲”的结果 ,必然使某些人自觉或不

自觉地唯利是图 ,唯钱是追 ,也就会像马克思所说

的 :“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除了

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

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⑧。“把人的

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也就是把人也商品化了 ,作

为“商品”出卖了 ,人就不成其为人了 ,这样就出现人

的“异化”,丧失人的本性。也正如恩格斯早就指出

的 :“在资产阶级看来 ,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

了金钱而存在的 ⋯⋯除了快快发财 ,他们不知道还

有别的幸福 ,除了金钱的损失 ,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

苦”⑨。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 ,社会主义

国家能允许这种情况吗 ?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 :

“⋯⋯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 ,要是那样 ,社会

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 ?”⑩

有人提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里·S. 贝克尔是

国际上研究家庭经济的权威 ,他的著作一直为人们

所称赞 ,他也是强调“利润最大化”的。我们在前面

已说过 ,贝克尔主要是研究“家庭生活”,他把理性选

择分析原理用于分析家庭问题 ,认为家庭经济行为

是以福利 (效用)最大化为目标 ,而不是“追求利润最

大化”。1992 年他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说中

说 :“研究家庭的经济方法则通过对效用最大化的前

瞻性行为的观察来解释结婚、离婚、生育率和家庭成

员之间的关系。”他还明确提出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

系与企业雇员之间和其他组织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有

着极大的不同。丈夫、妻子、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交往

更容易受到爱、义务感、罪恶感和责任感的驱动 ,而

不易受狭义的自我利益的驱动”,他还强调利他主

义 ,“家庭内部成员间的利他主义极大地改变了他们

对重新分配成员之间资源的震荡和公共政策作为反

应的方式 ⋯⋯将资源从一名利他主义者转到其受益

者 (或者反过来) 的外部重新分配 ,可能并不影响任

何一方的福利 ,因为利他主义者会设法按照重新分

析的数额来减少其所获得的赠予”�λϖ 。

贝克尔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 ,瑞典皇家科学院

阿萨·林德贝克教授在演说时说 :贝克尔将他自己所

说的“一种经济方法”的分析领域扩展到各种社会问

题的领域。但贝克尔所说的“一种经济方法”,并不

意味着个人应该仅仅为了经济利益而奋斗。实际

上 ,除了金钱方面的因素 ,非金钱方面的以及利他主

义方面的因素也是贝克尔分析的一部分。因此 ,其

分析或许应该更恰如其分地描述为一种理性选择的

理论 ,即有目的的行为的理论 ,而不应该描述为一种

传统的“经济方法”�λω。

贝克尔自己还在所著的专著中说 :“⋯⋯家庭已

经大量生产其成员消费的产品 ,使家庭成员的教育、

健康以及其他的人力资本 ⋯⋯我认为 ,利他主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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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家庭行为的范围就如同利己主义支配市场交易范

围一样大 ⋯⋯利他主义在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

用。”他还说 :“⋯⋯在人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中 ,文

化因素是主要决定因素。”�λξ强调“文化因素是主要

决定因素”,自然不会去“追求利润最大化”了。

贝克尔也讲到家庭投资、家庭生产的问题 ,那主

要是指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他假定家庭既是消

费者 ,又是生产者。家庭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 ,培

养、教育家庭成员有文化、有知识 ,健康成长 ,而不是

“追求利润最大化”。事实上 ,即令在资本主义国家 ,

一些有远见的学者 ,早就在批判那些追求利润最大

化、搞拜金主义的行为了。英国 19 世纪著名学者托

马斯·卡莱尔写的《文明的忧思》一书 ,恩格斯称之为

“动人心弦的书”。卡莱尔在书中揭示了 19 世纪英

国社会道德沦丧 ,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 ,金钱支

配一切 ,使“人类丢失了自己的灵魂”。这本书第九

章的标题就是“拜金主义是时代的悲剧”,提出 :“一

种卑下的拜金主义正流行于‘无所事事的贵族’中 ,

在表面的黑暗与恐怖之下 ,是一种可悲的状况 !”“它

使得所有人都陷入利己主义、唯利是图、崇尚享乐与

虚荣之中 ⋯⋯除了无穷的物欲之外 ,他们将一切置

之度外 !”“你所面临的将是深渊的绝境。”他还认为 ,

“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 ⋯⋯带来了多少未曾预

见的迷惑与阴暗 ;甚至几乎使得大多数人的道德良

知都丧失殆尽 ⋯⋯纯粹的金钱交易破坏了人们之间

的和谐关系 ⋯⋯”。因此 ,他强调要“拯救铜臭腐蚀

的心灵”�λψ。在资本主义社会 ,这种拜金主义都会

“破坏人们之间的和谐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 ,对我

们搞和谐社会的危害 ,可想而知了 !

上面这些都说明 :我们的家庭经济行为 ,决不能

让“经济利益关系更是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去追求

“利润最大化”,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坚

持正确的价值导向 ,使其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坚强基地。

三、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
也是商品交换关系吗

　　应该看到 ,家庭这个机体具有极其重要的特点。

家庭是以血缘亲属关系和婚姻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

的机体 ,这个机体成员与一般的社会机体成员不同 ,

不仅具有血缘关系 ,而且一般长期生活在一起 ,休戚

相关 ,荣辱与共 ,有着无可比拟的天然感情。中国自

古以来就赞扬“血浓于水”。这种天然感情的溶合 ,

是其他任何机体所无法代替的。因此 ,家庭消费不

仅是家庭成员物质利益的结合 ,不仅是经济生活的

结合 ,而且是精神生活的结合 ,是理想、信念、情操和

感情的溶合。这种天然感情 ,渗透于各种消费活动

之中 ,在科学社会主义消费观的指导下 ,就成为巨大

的物质力量 ,具有超经济的天然感情的溶合性。如

果我们的家庭这个天然感情凝结的机体成为“商品

化”的机体 ,这样在家庭也大搞“商品经济”,家庭内

部变成了“市场”,搞“准市场交易”,“追求利润最大

化”,家庭内部成员之间也出现“交换价值”,用各人

劳动成果“进行交换”,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 那不

是把家庭内部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也“商品化”了 ,

也搞“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搞“冷酷无情的现金交

易”,这样就会使人完全失去了人性 ,人就不成其为

人了 ,而变成马克思所说的“魔鬼”:“⋯⋯作为某种

异己的活动 ,神灵或魔鬼的活动 ⋯⋯这种活动是他

自己的丧失”�λζ。人变成了“魔鬼”,这种人的人生意

义何在 ? 人生价值何在 ? 至于家庭伦理、社会道德 ,

那就更远走高飞了 ! 这种情况 ,即令在资本主义社

会也是罕见的 ,更何况我们这个有五千年优秀文化

传统的文明大国 ,能滋长这种现象吗 ?

事实上 ,我们这个文明古国 ,一直具有优秀的家

庭美德 ,有丰富的家庭文化。例如 ,《尚书》最早提出

“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孔子强调 ,

以孝弟为本 :“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

为仁之本与 !”并对他的弟子提出具体的行为规范 :

“弟子 ,入则孝 ,出则弟 ,谨而信 ,泛爱众 ,而亲仁。行

有余力 ,则以学文。”�λ{孟子提出“五伦”作为“人之大

伦”:“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

友有信。”�λ|《大学》中强调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

是皆以修身为本。”还提出具体的修身之道 :“欲修其

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

者 ,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λ}墨子也提出 :“⋯⋯为

人父必慈 , 为人子必孝 , 为人兄必友 , 为人弟必

悌。”�λ∼这些重要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 ,不是反映中

国优秀的传统美德吗 ? 我们能把它完全抛弃吗 ? 对

这些重要的家庭伦理、家庭美德 ,我们应该结合当代

的具体情况 ,加以发扬、光大 !

至于我们前面说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等问题 ,

完全和我国的传统道德背道而驰。就以“义利观”而

言 ,我国自古以来 ,不少学者提出很多精辟的见解 ,

影响很大。例如 ,孔子说 :“子罕言利与命 ,与仁。”�µυ

他弟子子贡回答子禽问到孔子游说诸侯的方法是 :

“夫子温、良、恭、让以得之。”�µϖ孔子还强调 :“见利思

义”�µω ,还把“义”、“利”作为划分“君子”与“小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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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µξ“君子义以为

上。”�µψ孟子也是如此。孟子回答梁惠王一见面就提

出的“亦将有利吾国乎”的问题时 ,说 :“王何必曰利 ,

亦有仁义而己矣。”�µζ孟子还提出“怀利”的危害 :“为

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 ,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 ,为人

弟者怀利以事其兄 ,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 ,怀

利以相接 ,然不亡者 ,未之有也。”�µ{他认为“去利怀

义”应该是人的内在本性的要求。人应该真正做到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

丈夫。”�µ|他还把“为善”与“为利”作为划分圣人与盗

贼的标准 :“鸡鸣而起 ,孳孳为善者 ,舜之徒也 ;鸡鸣而

起 ,孳孳为利者 ,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 ,无他 ,

利与义之间也。”�µ}这更说明“去利怀义”的重要了。

老子指出 :“祸英大于不知足 ;咎莫于欲得。故

知足之足 ,常足矣。”�µ∼“故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 ,可以

长久。”�νυ庄子把有些人追求财货 ,称之为“人为物

化”�νϖ 。董仲舒认为不能“忘义而殉利 ,去理而走邪 ,

以贱其身而祸其家”,应该说“以义养其心”�νω。还强

调 :“正其义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荀子提出 :

“保利弃义 ,谓之至贼。”�νξ“⋯⋯为事利 ,争货财 ,灭

辞让 ,果敢而振 ,猛贪而戾”的“唯利之见”,是逞“贾

盗之勇”也。�νψ

我国古代像上面的这些论述 ,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能见利忘义 ,唯利是图 ,追求所谓“利润最大化”

吗 ? 去逞“贾盗之勇”吗 ? 特别是在家庭内部 ,可以

无视超经济的天然感情 ,而大搞商品货币交换关系、

追求“万恶的求金欲吗 ?”我国古代 ,有些学者从“钱

可通神”的角度 ,描述封建社会的一些腐败现象 ,揭

露“钱神”对人的危害 :西晋鲁褒在《钱神论》中塑造

了“司空公子”这个典型人物 ,认为金钱是万能的 ,没

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钱之所在 ,危可使安 ,死可使

活 ;钱之所去 ,贵可使贱 ,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 ,

非钱不胜 ;孤弱幽滞 ,非钱不拔 ;怨仇嫌恨 ,非钱不

解 ;令问笑谈 ,非钱不发。”“吾以死生无命 ,富贵在

钱。”“失之则贫弱 ,得之则富强。无翼而飞 ,无足而

走 ,解严毅之颜 ,开难开之口。钱多者居前 ,钱少者

居后 ⋯⋯”真个是“有钱能使鬼推磨”,“钱”成为“神”

了 ! 在社会主义社会 ,就应该扫除这些“鬼”、“神”,

还它的本来面目 ,老老实实地为生产、生活服务。

我国自古以来 ,就有不少文人、学者 ,一生坚持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 ,

体现优秀的民族精神 ,这些民族传统 ,应该发扬光大 !

有不久 ,胡锦涛同志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 :“八

荣八耻”,其中有不少内容和我们这里讲的问题直接

相关 ,包括 :以团结互助为荣 ,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

实守信为荣 ,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 ,以

骄奢淫逸为耻。如果讲家庭经济、家庭消费 ,只强调

“利润最大化”,甚至在家庭内部也搞“商品化”,搞

“商品交换关系”,那就难以避免“损人利己”,难以达

到“团结互助”;“见利”就必然“忘义”,难以达到“诚

实守信”;由于“利润最大化”、人也“商品化”而得

“利”的人 ,必然出现“骄奢淫逸”,难以去搞“艰苦奋

斗”。可见 ,在这些问题上明辨是非 ,具有极其重要

意义。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指引下 ,去研

究家庭消费、家庭经济 ,去研究如何发展家庭消费、

家庭经济 ,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服务。

四、要从文化的高度去审
视家庭消费、家庭经济

　　文化是发展的摇篮 ,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恩格

斯早就指出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 ,都是迈向自由

的一步。”�νζ我们研究家庭消费 ,乃至家庭经济 ,其最

终目的在于提高家庭消费质量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促进经济增长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协调发展。这些

都牵涉到文化问题。我们就是要优化家庭消费结

构 ,不断提高发展性、智力性消费的比重 ,特别是精

神文化消费的比重 ,实现马克思所说的 :使它“向我

们放射出崇高的精神之光”�ν{ ,使家庭成为两个文明

建设的重要基地 ,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地。

这样 ,社会基层机体优化了 ,就有利于移风易俗 ,防

止人的“异化”,促进人的“复归”,从而促进社会文明

和社会全面进步。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人的

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

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因此 ,它是人向自身、向

社会的 (即人的)复归。”“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也就

是说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

质”�ν| 。因此 ,我们反对见利忘义的行为 ,要成为“一

个完整的人”,真正“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这又牵涉到人的本质以及如何体现人的本质的

问题。西方国家早就提出了“经济人”的问题 ,多年

来虽然一直存在着争论 ,但多数人认为人是“经济

人”,后来又有些人提出“理性经济人”、“新经济人”、

“综合经济人”。我们一直认为 ,不管你是什么“经济

人”,再“理性”、再“新”,他的本质特征是“自利”,是

追利、逐利 ,甚至唯利是图 ,总离不开“利润最大化”,

难以做到“见利思义”,更难以做到“去利怀义”。至

于“综合经济人”,使人从各个方面去“追求利润最大

化”,那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 我们一直认为 :“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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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内涵应该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根

本内涵 ,是人具有高度的文化 ,具有文化意识和文化

自觉 ,不断提高文化价值的含量。其落脚点在于人

的发展 ,在于人的素质的提高。”�ν}“人不能说是‘经

济人’,而应该是用先进文化武装的‘文化’人”,“人

的塑造 ,特别是‘文化人’的塑造 ,是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基础工程”�ν∼。构建了高素质的“文化人”,

高层次的“崇高的精神之光”放射在家庭消费和家庭

经济各个方面 ,放射到社会各个方面 ,就会自觉地排

除“利润最大化”、“一切商品化”,就会自觉地扬弃以

物为本 ,而尽力追求并体现以人为本。

事实上 ,党中央对反对“利润最大化”、反对“拜

金主义”、反对“一切商品化”,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

质 ,早就有一套战略措施和具体方案。江泽民同志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早

就指出 :“必须认识到 ,如果只讲物质利益 ,只讲金

钱 ,不讲理想 ,不讲道德 ,人们就会失去共同奋斗的

目标 ,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 ⋯⋯要在全社会倡导爱

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 ,反对和抵制拜金

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 ,增强全

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 ,激励他们为

振兴中华而不懈奋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强

调 :“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着力建立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

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

德体系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

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强

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

《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又强调 :“坚

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更好地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把推进经济建设同推进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统一起来 ,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

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又强调 :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全社会倡导爱

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

基本道德规范 ,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

造力。”“坚持求真务实 ,大力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

斗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 :“发

扬艰苦奋斗精神 ,提倡勤俭节约 ,反对拜金主义、享

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我们就是要坚持以党中央

历来倡导的道德规范和民族文化为指针 ,反对一切

向钱看的拜金主义 ,弘扬传统美德 ,提高民族自尊心

和自信心。用高层次的“文化人”去构建我们的家庭

消费、家庭经济 ,为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作

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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