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货币拜物教的表现。我们树立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为的是通过市场竞争，提高生产效率，促

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单位邮编为200020)

“经济人
“ 行为不能成为经济活动的导向

顾钰民

“

经济人
”

是西方产权经济学的主要假设之一，也是其分析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在

以私产制度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经济人
“

分析既被认为是符合现实的，又被认为是符合市场

经济本质的 0.正因为
“

经济人
”

被看作是市场经济中的人格特征，因而
“

经济人
“

分析也被当作是

唯一合理的经济分析方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

经济人
“

行为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有其存

在的合理性。 但是．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来看，“经济人
”

分析又有着明显的缺陷。
“

经济人
“

假设是以个人功利主义为基础，把人抽象为利己主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化

身，否定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其他一切特征。
“

经济人
＂

的一切行为都表现为趋利避害，谋求自身

利益最大化。
“

经济人
“

分析就是以这一假设为前提，分析人们的经济活动怎样才能实现个人利

益最大化的目标。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说
“

经济人
“

假设和运用
“

经济人
“

分析方法有其合理性．

这是与市场经济具有的以下两个特性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主体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这种独立的利益实体，使个人

（包括法人）具有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可能性。 “经济人
“

分析以此为出发点来分析经

济活动，是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具有的特征的。

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主体的发展都是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

的。由千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作用，优胜劣汰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现象。 这种竞

争机制使各经济主体追求自身最大利益具有了必要性。
“

经济人
“

分析把经济主体的活动怎样

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是符合市场机制的特征的。

因此，
“

经济人
“

假设和
“

经济人
“

分析具有的合理性是针对单个经济主体和市场竞争机制

来说的。 即这种合理性只是局限千微观经济领域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 如果从宏观经济领

域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以及联系经济制度特征来看，这种假设和分析方法就表现出明显的局

限性。 这是因为：

第一，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能直接导出社会利益最大化。在以高度社会化生产为特征的现

代市场经济中，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总是等千每个经济主体发展的简单加总，它们之间既

可能表现出 一致性，也可能表现出不一致性，关键是在于经济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

是否损害了整体利益。如果单个经济主体在追求自身最大化的过程中直接损害了社会利益，那

么，从单个经济主体来说，其行为是符合
“

经济人
“

原则的，但其结果不是有利于，而是损害了社

会经济的整体利益和持续发展。因此，从整个社会经济的宏观角度来看，
“

经济人
“

假设和
“

经济

人
“

分析具有的不合理性是十分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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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纯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会损害协作关系的发展。现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

协作，而协作关系发展的基础是协作各方的互惠互利如果协作各方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作为发展协作关系的最高准则，势必会发牛尖锐的利益矛盾冲突，最终损害了协作关系甚至是

整个经济的发展。

第三，单纯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难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平衡和协调发展。 当前，在世界

范围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要使各经济主体的发展必须符合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要

求。 这里必然会涉及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与实现社会经济可待续发展的关系。如果单纯地

从
“

．

经济人
“

假设出发，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唯 一合理的分析方法令就不可避免地会加剧

经济个体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为实现社会经济的平

衡和协调发展，必须超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
“

经济人
“

行为。
“

经济人
“

假设和
“

经济人
“

分析起源于市场经济｀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又要求超越
“

经济

人
“

行为。因此、从起源来看具有合理性的假设和分析，从发展要求来看又具有明显的缺陷。市

场经济的发展既会导致
“

经济人
“

行为的出现，同时又要求克服
“

经济人
“

行为。 如果只是看到

“经济人
“

行为的客观性，并以此作为分析一切经济活动的准则，这实际上是把以社会化大生产

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当作基本上没有分工合作和整体联系的简单商品经济来分析。显然．这

种脱离现代市场经济基本特征的假设和分析』是不符合也不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由此

得出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规范来看`“经济人
“

假设和分析与社会主义的义利观更

是存在着某种的对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为

最高原则．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的。 这 一特征决定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以社

会主义的义利观作为经济活动的准则。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内在要求是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

的经济行为，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经济生活规

范。这既是反映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的特殊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
“

经济人
“

假设和
“

经济人
“

分析是把个人利

益放在首位，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排斥国家利益和整体

利益对个人利益的制约，也不承认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规范。因此，“

经

济人
“

分析与形成社会主义义利观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有

着明显的矛盾。

综上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人
“

行为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有其客观

性和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的具体表现就是我们必须充分尊重个人的合法利益。 但不能由此把
“

经济人
“

行为推论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唯 一 合理的行为规范，相反，应该从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

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超越
“

经济人
“

行为的局限。 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

经

济人
“

行为只是 一种经济现象，而不能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导向，

（作者系同济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论坛秘书长，单位邮编为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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