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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市场经济条件

下企业道德主体

朱新方　贾开芳

　　一、道德以及市场经济对道德的根

本要求

道德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

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观念, 情

感和行为习惯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舆论与内

心信念来调节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

的总和。

对道德这一概念应当具有广义和狭义之

理解。从最广的意义上说, 它包罗万象, 因

为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首先是

对社会以及社会群体、整体的行为规范的判

别。努力塑造体现时代特征的社会以及社会

群体的道德主体意识, 就是广义道德概念的

要求所在。从狭义的意义上说, 道德是指社

会以及社会群体、单个人的某一方面的行为

意识。应当说, 某一方面的道德行为意识是

道德主体意识的基础。但是这种基础又是受

道德主体意识决定和支配的, 有什么样的道

德主体意识, 就会去努力塑造符合这种主体

意识要求的某一方面的基础行为意识, 各个

方面的道德行为意识塑造好了, 道德主体意

识就将得到巩固和提高。

任何一种道德观念的产生, 归根到底是

由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社会的一定的

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在人类社会

历史发展的进展中, 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

不断变化的, 因此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将不断

发展变化。任何道德都具有历史性。永恒不

变的、适用于一切时代的道德是没有的。由

于人们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同, 在社会中

所处地位不同、利害关系不同, 人们判断是

非、善恶、荣辱的标准也就不同。

市场经济是企业和个体积极性突扬的竞

争经济, 个性越突出, 社会对道德的要求就

越强烈。市场经济对道德的根本要求是“守

信”, 因为市场经济本身是信用经济。市场经

济所要求的“信任”, 并非简单的对个人品德

的信任, 而重要的是对市场经济中人们对他

人、对社会、对市场负责任的能力的信任。作

为借贷者, 获得市场信任要视其偿债能力; 作

为经营者, 获得出资者的信任, 出资者要视

其经营能力; 作为代理者支配他人资产, 获

得信任, 社会要视其依法对他人承担资产责

任的能力; 作为领导者, 获得群众的信任, 取

决于其事业心以及勤政、廉政的人格力量; 作

为劳动者, 获得劳动力市场的信任, 要视其

敬业精神和职业能力。

市场经济对道德内涵的上述要求, 说明

社会对道德的要求比起计划经济时期更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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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它不仅包涵对个人品质的要求, 更重要

的是渗透到生产经营活动的一切方方面面。

计划经济时期, 由于生产经营都由政府安排,

企业的独立行为不明显, 企业道德主体仅仅

表现为“服从”, 在市场经济下企业的行为具

有独立性, 企业对市场的依赖以及社会对企

业的期望值更高。企业的利益与社会期望值

之间永远存在着差异, 在这种差异中企业道

德建设就显得尤其重要。

二、企业道德现状不容乐观

如前所述, 一种道德观念的产生、道德

主体的塑造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生活

条件所决定的。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

以金钱为主体的经济运行模式, 企业的生存

与发展水平取决于自身对市场反映的水平,

在这一运作过程中, 金钱对企业、对个人都

具有无以伦比的诱惑力和实际表现力。道德

水平也就伴随着这一运作过程而形成。摆在

我们面前的现实一方面是体制转换的快节

奏, 毫不留情地把市场经济推到了人们面前,

新旧道德秩序也随生活方式的更替而产生强

烈的碰撞, 另一方面是人们感觉器官的脆弱,

致使人们在道德约束上或多或少感到茫然,

承受不了货币拜物教大棒的打击, 忽视了市

场经济对道德的根本要求, 盲目和不择手段

的追求金钱的败德行为大量涌现。正因为如

此, 企业道德现状不容乐观:

11 企业管理者道德选择能力低。无论是

处于经营决策岗位还是管理执行岗位的管理

者, 在整个管理过程中都面临着道德选择问

题。在对待本职工作上, 是兢兢业业、尽职

尽责, 还是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中饱私囊、

贪得无厌, 在企业改革中, 面对传统的习惯

势力, 是畏缩不前、不求进取, 还是勇于开

拓、奋力进取;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是信奉

“守信”道德, 还是弄虚作假、互相欺诈。在

现实生活中, 相当数量的企业管理者的道德

选择能力太低。在经济犯罪行为中, 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很多都是处于管理岗位上的决策

者和执行者, 不会有纯粹意义上的工人农民。

即使是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是经过为了生存

而打工的无奈的普通人之手生产出来的, 但

是选择这种败德行为的都是决策者。

21 企业劳动者道德关切度低。企业劳动

者道德关切度在很大程度上受企业管理者的

道德选择的影响。因为企业管理者的道德行

为选择, 在客观上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 对

个人、集体、或企业会形成一定的价值影响。

正是因为相当数量的企业管理者道德选择能

力低, 导致企业劳动者道德关切度降低。其

主要表现形式是对公有财产的关切度降低。

如果一个企业管理者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

这个企业的劳动者必定表现为对公有财产、

对集体事业的冷漠。做事拿钱, 没钱不做事,

“一切向钱看”成了某些劳动者的精神支柱。

当这两者同时发生作用时, 再好的企业也会

败落。

31 企业的道德调节能力低。调节能力实

际上是一种教育引导能力。这种能力的高低

是要有扎实的基础建设的, 一是要有专门班

子从事这项工作, 二是要有相当数量的投入。

市场经济要求加强企业道德调节能力, 这是

因为改革开放洪流, 带来了许多道德观念的

转换, 既存在着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

德强烈感染力而形成的道德观, 又有维护旧

道德、旧传统的道德观; 既有以群众的道义

力量为后盾的鼓舞人、激励人的正确舆论, 又

有来自腐朽顽固势力的、磨灭和瓦解人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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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言蜚语。如果调节能力自身缺乏锐敏的

洞察力, 就不可能用正确的道德观去引导人、

教育人, 从而使企业的道德建设滑坡。

三、如何塑造企业道德主体

对于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和企业发展来

说, 依据市场经济对道德的根本要求, 弘扬

以“信任”为主体的企业道德, 有着生死攸

关的意义。如果人们不再推崇平等竞争, 不

再追求诚信, 不自我约束, 取而代之的将是

对特权的渴望, 对欺诈的热衷, 对职业的不

敬, 对自身的放纵。

塑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以“信任”为

主体的企业道德, 是一个十分艰巨而长期的

历史进程, 我们必须为此付出长久的努力。

11 努力塑造良好的企业社会形象。形象

是企业道德水准的集中表现形式。良好的企

业社会形象是以获得社会的信任为基础的。

从市场经济发展进程来看, 竞争越充分, 市

场越完善, 越排斥欺诈和放纵等不负责任的

企业败德行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许多

企业家视信誉为生命, 在 18 世纪就有人大声

疾呼“信誉就是金钱”, 并非说明这些企业家

品德如何高尚, 而是竞争迫使其不敢失信。围

绕着不敢失信而作的所有努力, 最终升华为

良好的企业社会形象, 形成为具有丰富信任

内涵的企业道德主体。

21 努力塑造企业管理者的人格力量。塑

造良好的企业道德形象, 企业管理者的人格

力量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个精明能干的管理

者, 要想得到员工的尊重和信任, 对群众具

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就必须选择对他

人、对企业、对社会有价值的道德人格行为,

并且以这种道德人格行为来引导企业职工的

道德行为, 激励企业职工的道德信念, 感染

企业职工的道德追求。

31 努力塑造有利于企业道德建设的文

化氛围。企业文化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内容, 又是培育企业道德主体的温

床。企业文化既要注重传授道德知识, 又要

注意总结企业职工正反两方面的生动经验和

教训。既要使社会主义道德的原则规范具体

化为职工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经验, 又要把职

工自己的亲身体会提高到社会道德规范来认

识与总结。既要恰当运用典型事件来启迪、激

发和诱导职工的道德义务, 又要创造职工在

实践中陶冶道德情感, 实现道德信念的环境。

41 努力塑造一支具有高尚道德追求能

力的职工队伍。职工对公有财产、对集体事

业的冷漠表明其道德追求能力下降。塑造一

支具有高尚道德追求能力的职工队伍, 除了

企业管理者人格力量的影响, 形成良好的文

化氛围的环境之外, 还要下大力气进行道德

教育。这是因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

的所有活动, 无时无刻不与社会主义道德发

生联系。不失时机地把渗透在企业管理活动

中的道德内容展现在职工面前, 进行生动活

泼的道德教育, 必将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例

如, 市场经济的实现、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冲破了职工过去存在的因循守旧、不求进取、

平均主义、不讲效率的道德观念, 就应当对

职工进行关心集体、奋进开拓、讲求效率的

新的道德观念教育, 提高职工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自觉性, 增强职工抵制拜金主义、

“一切向钱看”的落后道德观念的能力。道德

追求能力的提高, 必将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 从而使企业经济效益得以稳

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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