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企业主（委托人）和雇员（代理人）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企业内决定劳动程度的所有
变量，并不由企业主全部控制，而是由雇员和雇主共同控制。然而，雇员的极大化策略是尽可能
小地付出努力，但要不少拿工资，他只是免费搭便车 4 个人的偷懒不会使企业遭受损失从而引
起注意，以致影响仲的收入和岗位，而企业的极大化策略是使提供给雇员的工作条件和工资极
小化，同时从雇们眼 里所获得的利润达到极大化。 如果企业和雇员双方都采取极大化策略，那
么势必导致两难困境：企业生产率低下，而报酬和工作条件也很可怜。

（作者系上海空军政冶学院哲学教研室教授，单位邮编为 200433)

亚当 ·斯密的
“

经济人
“

理论

与市场经济的拜扬赦
漆光瑛

所谓“经济人“，是指以追求私人经济利益为唯 一 目的，并按经济原则进行活动的主体，在
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明确提出“经济人”概念的，是 19 世纪中期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
特·穆勒，然而，最早系统地运用“经济人”这个假设的，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千 1776 年出版了他考察社会经济生活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简称《国富论》），在该书中｀他把具有多种品质的人和作为经济上的人区分开来｀运用抽象
法，在人类多种动机中抽象出“利己性”作为经济人的本性，他认为，利己性是每个人从事经济
活动的动机。 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人们之间的帮助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人们互相帮助
的最合理的办法就是交换。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为商业社会，又把它视作符合人的利己本性的
自然秩序。 亚当·斯密把追求私利的经济人作为分析经济活动的基本前提，他认为，个人利己
本性对社会有利，每个人对改善自身状况的努力是国民财富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个人利益和
社会利益的矛盾可通过“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
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千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国富论》下卷第 27 页）最
终使商品的市场价格趋千自然价格；商品的种类和数掀与社会的有效需求相一 致；劳动和资本
等要素实行最优比例配罚千各部门，实现均衡生产。

产生千18世纪中叶的亚当·斯密“经济入 “理论、具有反封建、反经院哲学的进步意义。他
从人的本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活动，包含了承认经济活动客观存在的合理内核，
超越了同时代法国重衣主义，后者对此研究还带有封建神学的神秘外衣。斯密把追求私利的经
济人作为分析经济活动的基本前提贞是符合资本主义状况的，在这里，追求私利的经济人表现
为追逐利润的资产者，资产者即资本的人格化。正因为如此，西方经济学家大多接受和发展了
斯密的思想例如，李嘉图和西尼耳等人将利己本性和边沁的“ 苦乐主义 ”原则结合为基础来分
析经济活动； 19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经济学把利己本性发展为利益最大化原则，即消费者要求
得到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要求实现利润最大化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强调了在经济领域中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意义．认为这是经济
活动的刺激因素和动力，这一 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这也正是我们对该
理论的可以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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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 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拌击了

体现个人利己本性的自由竞争制度，指出
“

个人利益乃是一种强取的利益
”

．追逐它常常违反聂

大多数人的利益（《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243页）。 到4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否定了

斯密的
“

私经济学
”

．历史学派则认为，斯密的分析忽略了人们的非物而动机。 到了20世纪切．

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指出，强调利己动机．就把人看作是被动的｀他土心丸部环境的刺激才

是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 作为西方经济学第二次综合的马歇尔在谈到经济学研究对象之 一的

人时，排斥
“

经济人
“

观念，认为现代社会特点不是自私自利而是深思熟虑的行为．“人
＂

的特性

具有互相竞争与互相合作的特点。

如果进 一步从实践上看，缺陷就更加明显。 一 味地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追求金钱，会造成

人格的丧失．成为金钱的奴隶。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个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相当阶段

的社会经济。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会产生物一商品支配人、统治人的拜物教现象。 马克

思在1843年的《论犹太人问题》的著作中｀就提出了货币拜物教，指出
“

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

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气钱
“

统治了人．人都向它膜拜
“

(《马克思全集》第1卷，第448页）。

以后，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了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产生根源，指出由千生产商品的劳动

还不能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属性只能通过交换才能表现出来．

所以号必然产生商品拜物教。 马克思的分析提醒人们注意商品拜物教的存在．人们只有自觉地

克服了商品拜物教的影响，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目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

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存在着产生商品拜物教的土壤。 显然，对包括斯密在内的西方经济学的

经济人理论的借鉴必须是适度的，对个人物质利益的作用评价也应是适度的．否则，势必会产

生
“

金钱万能
”

的思想及其相应的腐败风气，这不仅不利千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也不

利千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

（作者系上诲财经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单位邮编为200433)

试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拜物教

严法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分析了商品两因素、劳动二重性和价值形式以后指出，

在商品生产社会中．价值本质是隐藏在物的外壳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由此会产生商品

拜物教。 所谓商品拜物教就是把物化在商品中的人与人的关系，颠倒地行成是物勺物的关系．

千是对商品产生」
二

一种神秘观点，就好象在宗教世界中人们崇拜人脑的产物 － 上帝 一样，在

商品世界中．人们崇拜人手的产物—－ 商品，认为商品具有决定人们命运的力散。

商品的神秘不是来源千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源千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形成

价值的抽象劳动．而是来自千商品形式本身。劳动产品一 旦采取了商品形式就会产生商品拜物

教。 因为从商品形式本身来看．生产各种商品都耗费人类劳动等同性，取得了商品价值的等同

性，而价值本身是看不见、摸不脊的；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取得了价值批的形式，价值址大小不

是由个别劳动时间所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商品价值拭同商品生产者个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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