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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者对比分析了儒家思想中孔子以“道德”为核心的对称信用结构 、 孟子以仁义为“核心”的对称
信用结构 、 法家韩非子以“刑德”为权心的非对称信用结构。 在此基础上，作者透过中国当代企业信用危机的
现象，分析了其中信用结构失衡的本质，并倩鉴古代信用思想，提出重建当代企业信用结构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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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无论是

小企业还是大企业，信用都是一种极为稀缺的资源。 所谓的
“

三角债
“

问题、银行的巨额坏帐问

题、法院判决执行难问题、假冒伪劣泛滥成灾问题等社会瘟疾，在某种程度上讲，都是一种社会

经济生活中 的
“

信用“

问题。

一、儒家、法家思想中的信用结构

1. 孔子以
“

道德
”

为核心的对称信用结构。 孔子及其弟子认为．大到治国．小到处事．都要

讲究信用。 从治国来说，
“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言，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

(《论语·学而》）；从

为徒来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梯，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
”

(《论语·学而》）；从为友来说．要做到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

，并以此时时警醒自己，
“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取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

无信乎？传无习乎？
＂

。 因此，信用是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孔子譬之于
“

貌
”

和
＂轨 ＂

。

他说：
“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貌．小车无轨，其何以行之哉？
”

（《论语·为政 》）也

就是说作人也好，处世也好·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关键所在，而且是很重要的关键 有如大

车的横杆，小车的挂钩，如果没有了它们．车子是绝对走不动的。
”

社会这部
“

车子
”

缺少了
“

信

用
“

这一关键的支撑是寸步难行的。 为此，孔子为他所推崇的礼治社会设计了以
“

道德
”

为核心

的对称性信用结构。 下面，就让我们从孔子及其弟子的典籍、言行中来寻绎这 ·结构的脉络。

孔子的 信用结构分为人伦和政事两极。 从人伦信用来看才L子强调
“

君 君
”

、
“

臣 臣
”

、 “ 父

父
”

、
“

子子
＂

。 也就是为君要仁，为臣要忠，为父要慈，为子要孝，为友要信，为人要恕。 而
“

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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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人伦信用的根本。 所谓“ 恕 ＂，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论语·卫灵公》）。 果能如此，
其理想境界则是“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论语·公冶长》）的信用社会 C

从政事信用来看．孔子强调思想要对头，观念要正确．文化要健康，造就一个“ 名正 ”
、“ 言

顺 ”、”事成“、“礼乐兴”、"刑罚中”、“ 民可措手足 ”的信用社会 这种信用社会的关键就是要“正
名＂。 所以，建立一个信用社会，其关键在于“ 名正言顺

” 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正
确的观念应该是“ 依法致富＂。 如果不能树立这个正确的观念，单纯地讲“致富＂，不择手段．不
讲成本，不计后果，其表现就是：官员为了致富而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徇私枉法；企业为了致富
而偷税漏税、假冒伪劣、欠帐赖帐；地方为了致富而污染环境、掠夺性开采资源、甚至于充当制
假贩私的保护伞；个人为了致富而贩毒走私、抢劫卖淫、伤夭害理。 其结果是地方与国家争利、
企业与社会争利、政府与企业争利、个人与社会争利此等不顾仁义道德，上下 “ 交征利”

的社会
乱象。 此时，欲求助于“反贪法”、“质量法”、"税收法”、“环保法＂。 ……法律再多，实效又有多
大？事实证明，一个缺少道德支撑的法律．往往效用有限．甚至沦为一纸空文。

孔子的信用结构具有三个重要特点：
一是它以道德为支撑点，孔子反复强调“道之以德” · ”为政以德”，为人处事也要“ 立德”、

”据于德”，离开了道 德的支撑，孔子所构想的信用社会将不复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信
用结构中，并没有突出 “ 法”的作用。 其实，在孔子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一个道德完美的社
会，信用来自于每个人的内心．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道道德的防线，而根本用不着等人犯
了罪以后，再来设置法律的第二道防线；相反，一个法律健全但道德残缺的社会，信用来自于法
律的外来强制，因为缺少了第一道防线．等人犯了罪以后再靠强制性法律予以惩罚，往往收效
甚微。 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信用要靠大批的军队、法官、律师、警察、监狱等高昂的成本来维
持；同时，以法律为准绳，在“ 罪 ”与“非罪”之间还存在着大片的法律空白地带，大批对社会信用
构成威胁的人得以隐匿其间。 这也正是我们目前对贪官、假冒、污染等严重影响社会信用的违
法现象”严厉打击 ”而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

二是它是一个对称性结构。 其对称性不仅表明为人伦与政事作为两极的对称．更重要的
是，它是一 闭合结构。 在人伦信用结构中，任何人因其所处的位置、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他所承
担的道德责任也就不同，整个“信用链 ”就这样以道德为支点而不断流动和循环，即使君主也不
能例外。 这就是说，在孔子的道德信用结构中，不存在“ 例外原则”，而且所处的位置越高，其所
受到的道德约束就越多。 这正是孔子的道德信用结构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根本原因。

三是最高领导者的道德信用水平对整个社会的信用起着关键的示范作用。 在信用结构
中， 一个人所处的位置越高，对社会信用产生的影响越大，其所承担的道德责任也越大 孔子
说：“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
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挠负其子而至矣 ”(《论语·子路》）。

2.孟子以“仁义”为中心的对称信用结构。 孟子以仁义为中心的信用对称结构，基本上是
从孔子的信用结构发展而来。 从孟子的人伦信用看，他认为，“ 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
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其中＂侧隐之心，仁之端也”，从而整个社会具备了建立人伦
信用的心理基础。 在此基础上．他确立了“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
信”的人伦信用结构。

从孟子的政事信用看．他认为人皆有“不忍之心”·由 “不忍之心”推己及人，推一物及万物，
推一事及万事．就成为“不忍人之政 ＂，即“仁政” “仁政 “

社会代表了孟子理想中的信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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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事上，它要求
“

不违衣时
“

、
“

民有恒产
”

；从商业上它要求
＂

噬而不征，法而不凛
＂

；从边防管

理方面，它要求
＂

讥而不征
”

；在法律税收方面，它要求
“

省刑罚，薄赋敛
“

；在社会教化方面，它要

求
＂

谨痒序之教
”“

暇日修其孝梯忠信
＂

；甚至在用人方面也要取信于国人，
“

左右皆曰贤，未可

也。 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 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

。 在这种信用社会中．

＂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如

此，则天子足以保四海；诸侯足以保社稷；卿大夫足以保宗庙；士庶人足以保四体，呈现
“

天下

平，四海一
＂

的安乐祥和的景象和
｀

仁者无敌
”

的强盛局面。

在孟子所强调的以
“

仁义
”

为中心的信用社会中，
“

义
“

往往成为
“

仁
＂

的配套措施和制衡措

施。 一方面，
“

义
”

与
“

仁
”

相辅相成，他号召人们
“

舍生取义
”

、
“

杀身成仁
”

；另 一方面，当
“

仁
”

与

“义
”

发生冲突时，又要从
“

义
”

的角度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孟子理想社会的信用结构同孔子的一样，同样是一种对称性结构，但有所不同的是，在政

事信用结构中，孟子的社会信用内容要充实得多，丰富得多，这也是战国时期，奴隶世袭社会逐

渐瓦解、封建社会新的农商、法律体制逐渐确立的结果。

同时，孔子强调
“

言必信，行必果
”

这一严格的道德信条；但孟子所处的变革时代，这一严格

的道德信条无疑受到了现实挑战，从统治者的实际需要出发，孟子将其变通为
“

大人者，言不必

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

，将
“

义
”

作为信用结构的制衡措施。 这种权宜变通无疑更切合当时的

斗争实际，是一种进步；但从对当权者的要求来讲，无疑又是一种
“

信用等级
”

的降低。

同时，我们也可发现，孔子、孟子的信用结构有其极大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是他们重视最高统治者的道德示范作用的同时，把整个社会信用的很大一部分维系于

最高统治者的道德水准和身体力行，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发展至今天，我们仍然把一个企业

领导人的道德水准作为整个企业
“

精神文明建设
＂

的象征，把某个国家领导人的道德操守作为

整个国家、民族精神的代表，没有对个人信用与社会信用、个人信用与企业信用、个人信用与国

家信用进行严格区别，其结果是对他们正常的道德操守进行美化；对他们的恶德败行又设法淡

化。 这种
“

为尊者讳"、
“

为长者讳
“

以维护社会信用、国家信用的做法，反过来极大地损害了社

会信用和国家信用。

二是孔子、孟子过分重视道德的信用作用而忽视了法律的信用作用。 孔子、孟子对道德信

用作用的重视，源于一个重要的前提一一
“

性善论
”

，强调
”

人皆可以为尧舜
＂

。 实际上是对社会

道德水准、道德信用的一种高估，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社会对当权者的道德信用缺乏应有的

评估、监督和对恶德败行的制裁。 这恰与西方的法制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照，对此，林语堂先生

在《中国人》中将此两者作过生动的比较：中国人一向认为他们的领导是德高望重的大人、君

子、圣人，对他们的政事从不过问，对他们的帐目从不检查、审核；西方人则认为他们的领导是

小人流氓、盗贼，要他们在上帝面前发誓·用上院、下院来监督他们，要他们定期公布自己的事

务和帐目。

3. 韩非子以
“

刑德
”

为中心的非对称信用结构。 韩非子所处的战国末期，如其在《五蠹》中

所言，
“

上古竞千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千气力，
”

是属于
“

争于气力
”

的时代。 在这种征战

连年、生存危亡之时，
“

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
＂

。 显然，孔孟所倡导的

以道德、仁义为核心的社会信用已失去了现实的基础．
“

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

为治
”

(《韩非子·奸劫弑臣》）。 因此，韩非子提出
“

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

备
＂

的
“

世异则事异
＂

的变化观念，并进而提出以
＂

刑德
”

为中心的法治信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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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所谓
“

刑德
”

，按韩非子的解释．
“

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
”

(《韩非子·

二柄》），也就是赏罚分明。

韩非子在其的信用结构中，将亲如
“

主母
”

、
“

内姬
”

·近如王公、＂显贤
＂

，小如细民百姓．全都

纳入法制的轨道．建立庞大而严整的国家信用．无论是对富国强兵还是对民族的一统，都起到

无法估董的作用。 所以
“

韩非子之书，世多以掺刻嫔之，然三代以降，操其书以治者十九
”

心

就是在当时，韩非子的理论也引起了秦王的叹服：＂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

(《史

记·老子韩非列传》）。

韩非子主张
“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法之所知，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 刑过不避大臣，

赏善不遗匹夫
”

(《韩非子． 有度》）。 这样，韩非子为我们勾画了一个
“

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

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
＂

的信用社会。 韩非子的

法治信用结构．有其难以克服的三个重大缺陷。

其一是它强调禁万民之所需．以供一人之私欲，使王公大臣以至黎民百姓
“

有口不以私言，

有目不以私视
“

，而君王得以
“

专意一行
”

、“独制四海之内
”

(《韩非子． 有度》）。 其实质，是一种

十足的专制理论。 秦王朝的暴政、腐败、荒淫与败亡，本身就说明靠独裁、专制维持的国家信用

其基础相当脆弱。

其二，韩非子强调，大臣须对君王诚实，而君王却可以对臣子除了运用法律以外，还可以运

用权势（
＂

势
”

入行使诈谋(
“

术
”

)，必要时甚至可以暗害；大臣不可以
“

独擅
＂

，而君王却可以
“

操

法术之数
“

,
“

执权柄之势
＂

，使
“

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
”

以达到独擅天下的目

的。 其实质在于以法
”

为主要手段，以
“

势
”

和
“

术
”

为辅助措施．通过对任何人的不信任，来获取

天下人的不得不信任，这无疑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

其三，韩非子的信用结构是一个非对称结构。 现代信用理论认为，
“

信用
”

是一种契约，它

要求双方承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权利和义务是对称的。 而韩非子设计的信用结构中，君王以

无上的权威凌架于万民之上，却没有任何约束，因而是一种非对称的、难以长期维持的信用结

构。 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仅仅是对一些人或一部分人制定的，这样的法律并不是真正意义的

法律，这样的社会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治社会。 这一点．不仅为中国的历史所证明，也为

中国的现实所反映。

二当前我国企业的信用危机及其信用结构的失衡

1. 我国企业当前面临的信用危机。 当前我国企业的信用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企业与上级主管部门的信用危机（高级干部腐败现象时有发生）；（2）企业与银行关系的信

用危机（银行不良贷物比例较大）；（3）企业与执法部门的信用危机（主要是执法难问题）；（ 4）企

业本身的质量、服务信用危机（消费者投诉不断上升）。

特别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一些企业或政府部门对
“

信用
”

作为企业宝贵资源的重要性

和
“

丧失信用
”

的危害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本文笔者之一（王仁培）作为美国天乐股份有限公司驻上海首席代表，在与外方多次接触

过程中，发现外方不仅对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信用不信任，甚至对我们的一些权威质量检测部门

的信用也表示怀疑。 外资企业总部每逢质量检测，宁愿花更大的代价到外方质量检测机构去

检验，而不愿到中国官方指定的权威质量检测部门 这说明．中国企业的信用巳不仅仅是一种

产品的信用问题，而是涉及到国家形象和民族的信用问题。 这一问题在中国加入WTO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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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信誉卓著的跨国公司的同台竞争．会显得更为迫切。

2. 我国企业的信用结构失衡。

以上指出的企业信用危机，仅仅是一种现象，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其根本性问题是某些企

业信用结构失衡。 其分析如下：
一是支点错位 企业信用结构的支点从理论上分析就应该是

“

股东价值最大化
”

。 但在国

有企业中，其股东转化为当地政府；当地政府转化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当地政府主管部门转化

为当地政府某个领导；当地政府某个领导转化为
“

出政绩
＂

、
“

保稳定
”

等阶段性目标或政府目

标。 于是企业的信用结构支点在一次又一次转化中被
“

错位
”

、"挪位
”

。 这种
“

错位
”

、"挪位
”

的

结果，就是有的企业不得不放弃长远利益的发展，而追求短期利益的目标，从而导致急功近利、

损人利己、甚至不惜损害整个社会利益行为的出现。

二是内部信用结构失衡。 在其内部信息结构中，有上级对下级的制约，却缺少下级对上级

的制约，表现为一种非对称性信用结构。 尤其是主要经营者的任免，在某些大型国有企业中，

往往由政府直接委派或挑选，缺乏市场聘用、竞争上岗的机制。 其结果，一方面．有的经营者在

本岗位上干出了相当的成绩，且
“

取信千民
”

，但因为不能
”

取信于上
“

，被上级主管部门视为
“

不

听话的人
“

,"一纸罢免令
”

就足以让他一走了之；另一方面，有的经营者虽不能
”

取信于民
”

，但

因为能
“

取信于上
“

,
“

劳模"、
“

红旗手
”

、“人大代表
”

、
“

优秀企业家
”

等桂冠接踵而至 在这种非

对称的信用结构中·”上级信任
“

代替了
“

市场信用
＂

，经营者的个人信用被不断地扭曲和畸变。

所以，有关资料表明，“67. 3 ％国企经营领导者最关心的不是企业经营好坏，而是来自上级主管

部门对自己的评价
“

O。 这种
“

上级信任
“

代替
“

市场信用
”

的社会现象，同时极大地妨碍了国有

企业中企业家队伍的健康成长，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企业家队伍中的
“

假老板现象
”

、“独栽现象
”

和
“

59 岁现象
”

。

三是外部信用结构失衡。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现代商业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人

和人的交往建立在共同遵守契约的基础之上。 当不守信用和欺骗盛行时· 一切契约都不可靠，

商业活动就无法进行。”o同样．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执行法部门之间、企业与银行之间、企

业与其他部门之间也都是一种契约关系。 这种相互间的契约关系彼此交织．使企业处于一个

复杂的社会信用网络中。 由于法制不健全，政策不完善．导致了企业与执行部门之间、企业与

银行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非对称信用关系的存在 其恶果是违法者未必受损，依法者未必

受益；假冒伪劣获取暴利，合法经营难以为继。 最终是整个社会的
“

信用链
”

被瓦解，信用体系

被破坏。

三、当前我国企业信用结构的重建

我国当前某些企业信用结构的重建．其关键是由非对称性信用结构转化为对称性信用结

构。 这一转化过程应当是与我国的经济转型、企业制度转轨、政府职能转换同时进行的一个逐

步深化的过程。 企业信用重建如图1所示：

它包括三个方面的重建：

1. 企业信用支点的重建。 其核心在于减少政府或其他非正常干预．由企业根据市场竞争

的要求，从本企业的长远利益出发·确定自己的最佳支点定位。 比如，企业该不该投资、投资多

少，该不该上项目、上什么项目，该不该兼并、重组、破产，如何兼并、重组、破产．都由企业自己

决定。 而作出这些决定的根据，就是建立在国际、国内市场行情和自身竞争能力基础上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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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者道德
信用记录

主要经营者
副总经理
部门经理

员 工

资信评估服务中心

企业社会信用记录

企业与执法部门
企业与银行
企业与企业
企业与其他部门

图1 我国企业信用结构重邃框架

定位。 至千这种支点定位是否准确、是否合理，也全由市场竞争来决定。

2. 以孔子、孟子信用结构为参照，进行企业内部的信用重建。 其核心在于从企业的管理

机制着眼，从加强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入手（在本图中．用两组方向相反的箭头表示），建立起企

业
”

主要经营者的个人道德信用记录
”

。 其作用有三： 一是有利于发扬中华民族重人伦、讲道

德、守信用的传统美德。 如前所述，
“

千百年来，孔子、孟子所提出的信用原则、所设计的信用结

构巳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行为规范和信仰归宿
＂

，甚至成为整个
“

东方的圣经
”

。 据介绍，在日

本，孔子的《论语》至今被尊为管理的法典，并直接启发了涩泽荣一
“

修己度人
＂

、丰田父子实业

报国、堤康次郎
”

推己及人
”

等几代企业家的管理哲学和重品德、讲信用的经营伦理。 在重建中

国当代企业的信用结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将孔、孟信用思想的精华发扬光大。 二是有利于弥

补法律的空白。 如前所述，法律并不是万能的，”在罪与非罪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法律空白地

带
“

，而且，即使在法律管辖的范围内，
”

一个缺少道德支撑的法律，往往效用有限，甚至沦为一

纸空文
”

。

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有关产权和交易成本的理论也认为，在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中，存

在着
“

合同没有事前明确规定的
＂＂

剩余决策权
”

。 实际上，这里的
＂

剩余决策权
”

就是指难以用

契约形式规定的
“

法律空白地带
”

。 用什么来填补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
｀

法律空白地带
”

？用

什么来支配企业主要经营者的
＂

剩余决策权
”

？其唯一有效的手段也只有道德。 三是有利于企

业家队伍的建设。 建立
“

主要经营者的道德信用记录
”

有利于企业家的身份甄别和业绩体现。

这样，在一个社会信用很好的企业里工作 的主要经营者，可能因为道德行为不检点而带上污

点；同样，一个社会信用不好、债务缠身、濒临倒闭的企业，其主要经营者因为工作出色，严以自

律，仍可以留下良好的
“

主要经营者的道德信用记录
”

。 这对于鼓励企业家走职业化道路，勇挑

重担·合理流动，无疑都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3. 以韩非子信用结构为参照．进行企业外部的信息结构的重建。 其核心在于净化和提升

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的同时，建立企业的
“

社会信用记录
”

。 韩非子的法治信用结构中分为三

个层次：一是治
”

近
“

．即皇亲国戚；二是治
”

臣
＂

，即百官大臣；三是治
“

民
”

，即黎民百姓。 三个层

次中，治
”

近
”

与治
”

臣
”

尤其重要。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之所以无法建立法治社会，

其主要障碍也正是因为这两个层次没有治理好：治
”

近
“

不好则发生
“

内乱
”

,
“

内乱
”

不已则政变

不息；治
”

臣
”

不好则发生
”

上乱
”

,
“

上乱
”

不已则民不聊生。 所以韩非子主张，治
”

近
“

要
“

法不阿

贵
“

；治
”

臣
“

要
“

刑过不避大臣
”

L 在重建当代企业的外部信用过程中，要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

结构，韩非子的信用结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那些走私贩私的企业、制假售假的企业、逃

债赖债的企业、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无论其背景如何、来头如何、主要经营者的靠山如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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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照章行事，严惩不贷，并一一记入该公司的
“

企业社会信用记录
”

。

那么，谁来负责
”

主要经营者道德信用记录
”

和
“

企业社会信用记录
”

呢？那就是社会资信

评估机构。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就曾建议，“借鉴美国的经验，成立信用经纪公司
”

事实上，

要实现这三个方面的重建，其关键就是建立全社会公认的公正、权威的资信评估机构 C 资信评

估的作用，有人譬之为
＂

监护市场的第三只眼睛
＂

，有人譬之为
“

投资者的监护人气还有的人则

譬之为市场经济中
“

防止跌倒的手杖
＂

。 实质上，它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

如今，美国穆迪 (MOOY入标准普尔 (S&P) 等著名评估公司；日本有日本债券调查所、日本投

资者服务公司等著名评估机构；韩国有韩国投资者服务公司、全国信息的资信评估公司等著名

资信评估公司。

据专家论证，我国的资信评估业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步以来，经历了初创、整顿、扩展、

调整以及起飞这五个阶段，并呈现近40家信用评估机构、覆盖20多个省、市、自治区，分属省

市人民银行、商业银行、科研院校
”

三足鼎立
＂

的发展态势。 只要按照组织企业化、人员职业化、

作业规范化、主体多元化、目标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的资信评估机构完全可以建立科学、客

观、公正的企业信誉评价体系，并在中国当代企业的信用结构重建过程中，成为权威的监护人

和公正的栽判。

而政府则应该从企业事务中退出，即政府不再干预企业主要经营者的任免，不再幕后操纵

企业与执法部门的正常法律事务，不再操纵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借贷。 对企业的信用结构重建

而言，政府所应该管的主要是这两件事：一是对资信评估行业的指导与监管．制定合理的政策，

促进资信评估业的健康发展；二是对社会公众的信用服务。 也就是以
“

企业信用信息服务中

心
”

的形式．对主要经营者的信用记录和企业的信用记录进行管理：哪些情况应该进入记录；哪

些人可以查阅这些记录；哪些人可以保管这些记录，这些都需要进行全面规划，制定统一政策，

从而为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为所有企业的公平竞争．营造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

注释：

0周孔教重刻《韩非子序》，转引自张觉译注，《韩非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引自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工业企业管理》,2000 年第 1 期。 宋养埮：面对
飞

群星陨治
”

的思考，原载北京《理论视野》

1999. 5. 33-36, 

＠茅于轼谈信用问题．《广东财政）， 1999 年第 II 期第 13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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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氐sing on the comparison among Confucius ' credit-structure focused on 

"daode"(ethics), Menfucius'credit structure focused on "Renyi" (justice and virtue), and 

Hanfeicius'credit-structure focused on "Xinde" (encouragement and punishment), the au

thor, analyzed the basic factors of the ill— balanced credit structures of China's contemporay 

companies. Finally, the author the counter meatures of reforming the credit structure of Chi

na's contemporay companies. 

Key words: ancient China; managing ideas; credit- structure; contemporary compa

nies;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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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nalysis of Increasing Income Disparity 

in China夕s Current Development Phase 

ZHAO Xiao-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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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Economic;, Shanl{hui,China,200433)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 policies,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tinuing improvement of citizen's living standard, the dispanty in citi

zen's income 、hows an enlarging trend. In the ninth "five-year planning" periocl,the acceler

ating income disparities among citizens. among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among different re

gions have become a hot issue focused on by the whole society. With the pre'-ident Jiang 

Ze-min's question of how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china's socialist reform proce'is on Peo

pie' s thoughh.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aproach the enlarging trend of income disparit1e� 

from the pe吓pective of rel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扣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nlarge 

ment of income disparity. the author puts forword some relevant policy proposals. 

Key words: the enlargement of income disparity; the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y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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