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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活动钱域的社会经济价值观念是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中最普遍和基础的成份．主体意识和利
益意识处于其中的核心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经济价值观念中的主体意识以个体为基础但导向
集体，从而逐渐从抽象的群体意识向现实的主体意识转移；社会经济价值观念中利益意识的关于物质利益载
体的变化，使得人们迸发了对利益追求的极大热情。要充分重视社会经济价值观念，尤其是其中的核心价值
意识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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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到，要研究
”

四个如何认识
”

。
“

四个如何认识
”

中的

一个就是
“

如何认识改革实践对人们思想的影响
＂

。 我国改革实践的主要内容是从计划经济体

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此引起人们价值观念尤其是经济价值观念的变化。

一、社会经济价值观念及其结构

认识活动就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于周围世界的反映活动，而周围世界不仅包括物质形

态的世界，而且包括价值形态的世界，因此认识活动必然包括认知活动和评价活动。 主体通过

认知活动对物质形态的世界进行反映。 主体通过评价活动对价值形态的世界进行反映。 在评

价活动中，主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反映客体对于主体所具有的意义，形成关于价值的意识，并

进而积淀成价值观念。 主体在社会生活中从事多方面的活动，必然具有多方面领域的价值观

念，从而形成主体的价值观念体系。 生活在一个社会或一个群体中的个体在社会实践中往往

有许多共同的利益。 这就决定了人们往往具有共同的评价标准，从而也就往往具有共同的价

值观念。 这样就形成了社会价值观念体系 一个社会有很多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但在一般情

况下总有一个占主导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这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

在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的众多成份中，关于经济活动领域的社会经济价值观念是其中的重

要成份。 社会的经济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相统一的物质资料

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 社会经济价值观念正是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过程中对经济活动所呈现

的价值现象进行观念反映并积淀的结果。

根据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说法、科学理论的结构是由
“

硬核
”

和处于外围的
“

保护带
“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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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组成。 社会经济价值观念的结构也由居于核心地位的价值意识和处千保护带的价值意识

组成。 核心价值意识代表整个社会经济价值观念结构的基本规定和取向，它约束着处于保护

带的价值意识。 社会经济生活中总是不断有新情况出现，总会冲击社会经济价值观念结构中

处于保护带的价值意识。 当核心价值意识直接承受时代风浪的撞击时，整个社会经济价值观

念结构的坊塌就为时不远了。

我们可以从社会经济价值观念的内容形成来揭示其核心价值意识。 经济活动在本质上就

是在物质形态上建构马克思所说的
”

为我关系
”

的价值活动。
“

我
”

就是主体；
“

为我
”

就是对千

主体而言的利益，即价值关系。 因此，
“

我
”

即主体和
“

为我关系
”

即利益规定了经济活动的出发

点和目的。 对经济活动进行观念反映的实质决定了社会经济价值观念的结构，即必然以主体

意识和利益意识作为其核心。 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社会经济价值观念的

总价值取向。 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是深匿在社会经济价值观念结构之中的，其周围还有财富

意识、效率意识、公平意识，等等。 不同社会经济价值观念结构通过处于外围的价值意识的具

体价值取向表现出来。 例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关于财富意识，强调的是实物形态的财富和

使用价值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则强调货币形态的财富和资本的积累。 再例如，在前资本

主义社会，关千公平意识的价值取向是
“

不患寡而患不均
＂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则强调等价交

换、社会公平（虽然仅体现在形式上）。 不同历史时期的这些价值意识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其

源在于深匿千其中的两个核心价值意识及其相互关系所具有的不同总价值取向。

社会经济价值观念结构中的核心价值意识及其相互关系所具有的不同价值取向又可以从

分析其内在结构中得到说明。 主体意识中的主体是有结构的。 主体意识可以倾向于个体也可

以倾向于群体，从而使主体意识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利益意识中的利益也有不同层次，利益

意识倾向于不同的层次，从而使利益意识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不同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之

间所形成的不同关系必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核心价值意识及其关系的不同价值取向必然

使处于外围的众多价值意识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从而形成不同的社会经济价值观念。

二、社会经济价值观念在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中的地位

经济活动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活动。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的

绝大多数成员必须直接从事生产活动。 这些经济活动及其价值现象必然反映到这些成员的意

识中，形成主体价值观念体系中的经济价值观念。

商品产生后，市场是商品交易的场所。 货币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发展。 在商

品经济社会里，出现了四种主要的市场类型，即金融市场、大众消费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工业市

场，于是
“

一切产品都变成商品，每一个个别生产部门的物的条件本身都作为商品进入该部

门
”

。(I)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就全部以商品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

更有甚者，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商品经济所奉行的原则还会渗透到原本不属于商品活动

的范围，许多非商品都被
“

虚幻
“

地商品化了，许多非经济价值现象都被
“

虚幻
“

地经济价值化

了。 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人都必须凭借货币才能生活，货币成为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唯一纽带。 人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以至千一切以货币形

式表现出来的活动都带上经济活动的印痕。 商品经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从而使社

会关系普遍地商品化。 千是经济活动的范围，至少在表现上是极大地扩大了。

简言之，经济价值观念或社会经济价值观念是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普遍
＂

范畴与
“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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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
范畴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事物中某一元素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往往是因为该元素在事物发

展中处于基础地位。 基础是事物存在的内在根据，它通过事物内部主要矛盾的运动，决定着事物

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经济活动之所以成为社会中极其普遍的活动，是因为经济活动是整个社会

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由此成为社会性质、面貌及其发展变化
”
归根结蒂

＂
的决定力董。

恩格斯说：
“
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

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
“G 。 这段话揭示了一个基本原理：以生产方式为主要

内容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既然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这就决定

了经济活动在本质上决定社会意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在本质上决定
“
人们的意识

”
。

经济价值观念是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中对经济活动及其呈现的价值现象进行反映的沉

淀，由此，经济活动对
“
人们的意识

”
的基础地位和根本决定作用就通过经济价值观念对价值观

念体系中其他价值观念的基础地位和根本决定作用的中介体现出来。 一般就来，一个人所处

的经济关系对于作为社会存在观念产物的个体主体价值观念体系的基础地位和根本作用，正

是通过个体主体在经济活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经济价值观念对其他价值观念的基础地位和根

本决定作用的中介实现的。 同样，在群体意识中，该群体主体所处的经济关系对作为经济关系

观念产物的群体主体价值观念体系的基础地位和根本作用，正是通过群体主体在经济活动基

础上所形成的经济价值观念对其他价值观念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的中介实现的。 这是由历

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推出的一个必然结论。

在许多群体价值观念体系中，必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根据的社会价值

观念体系。 以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基础地位和根本决定作

用，也就通过社会经济价值观念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起基础和决定作用的中介、

并进一步通过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对其他社会（群体）价值观念体系的主导作用的

中介体现出来。 这是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推出的又一 个必然结论。

社会生活的全部变动归根到底都要到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中去寻找答案。 作为对社

会存在进行反映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的变化．就可以在对社会存在进行直接反映的社会经济

价值观念的变动中寻找一定的基本答案。

三、社会转型和社会经济价值观念的变化

马克思曾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

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
。斯大林更明确地提出：

“
历史上的生产关系有五大类

型：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
行这就形成了被奉为

“
正统

”
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是有缺陷的。 马克思又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

个阶段：
＂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

”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

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
”

,
“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

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
”
＠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还进一步揭示了三大

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历史必然性根植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种经济形态的依次更

替的必然性之中。 马克思在晚年还提出俄国可以
“

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
。。

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根据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认为东方民族在革命中跨越了
“
卡夫丁峡

谷
＂

，社会主义是跨超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形态；并以此为基础，根据社会发展三形态的理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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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社会形态的发展不仅超过了第一阶段，而且超过了第二阶段，正在向第三阶段的产品经

济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人们用实践标准来检验，终于发现，以前对我国社会形态的定位

是错误的。 我国实际上处在社会形态发展的第 一阶段。 在尔后的认识中，全党逐渐统一在我

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上。 初级阶段就是从
“

不发达
”

到
“

发达
”

的过程。 以往，人

们总是把不发达理解为物质生活水平的低下或工业的不发达。 经过20年的实践，认识丰富多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
“

，并且

把摆脱不发达的首要目标规定为
“

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
”

。 这就把发

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同实现
“

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
“

联系在一起。 在我国，这一过

程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变化了的经济活动必然会反映在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中，引起社会经济

价值观念的变化。 而社会经济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在于其中的核心价值意识即主体意识和利

益意识的变化。 兹分别研究之：

（一）主体意识的变化。

在自然经济社会形态中，人们通过血缘或地域的自然纽带结合于家庭等形式的人群之中。

个人无独立性而言，体现人的主体性的是群体，社会经济价值观念中的主体意识是群体意识。

在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中，个人是商品或货币的所有者．是独立的活动主体。 个人脱离了狭隘共

同体的限制，建立起广泛的社会联系；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建立起对财富的物化关系

所体现的人的平等关系。 与此相应的是社会经济价值观念中的个体主体意识的生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因此有个体主体的独立自主性。 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又具有它的特殊性｀即公有制占主导地位。 所有制是经济活动方式的重要内容。

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人们的经济活动既与自然经济形态中的活动不同，又

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活动不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个人的愿望和利益得到越

来越多的肯定。 社会经济价值观念中的主体意识正在逐渐从抽象的群体意识向现实的个体意

识转移。 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经济价值观念的主体意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

的社会经济价值观念的主体意识的最大不同，在千它是与集体联系在一起的。 集体必须以个

体为基础，不以个体为基础的集体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

虚幻的集体
”

；个体必须在集体中得到发

展，离开集体的个体就是抽象的个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经济价值观念所强调的是

多元主体意识．即既包括个体意识．也包括集体意识．以个体意识为基础．但又导向集体意识。

（二）利益意识的变化 C

社会经济价值观念中的利益意识，当然是经济利益意识。 经济利益亦称物质利益。 物质

利益意识的变化不是有无追求物质利益的意识变化，而是在物质利益追求过程中关于物质利

益载体变化所引起的利益意识的变化 C

物质利益最基本的形式是与衣、食、住、行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实物形态。 由于衣、食、住、行

的直接满足是有限度的，因而对这些实物形态的追求也总是有限度的。 当货币出现时，物质利

益的载体就转移到货币上。 对于一个主体来说·拥有的货币量总是有限的．但货币
”

具有购买

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
”

亡即使用价值是无限的 这种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就使得对

于以货币为中介的物质利益的追求没有止境，从而使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具有更大的动力

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得社会经济价值观念中的利益意识与传统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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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意识发生了很大的不同，物质利益载体的变化，使得人们进发了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极大

热情。 我国的改革开放给社会主义经济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探究原因，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极大

热情是其中的重要一点。 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使得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中，虽然追求着以货

币为中介的物质利益，但就整个社会而言，是要
“

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

。 这种
“

最

终
“

目标必然要在以生产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活动中体现出来，从而也就必然要在社会经济

价值观念的利益意识中反映出来。

社会经济价值观念的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的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经济价值观念中的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中经济价值观念的具有独特规定的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 这两个核心价值意识之间的张力

可以用集体主义来概括。 集体主义中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念中的主体意识，这就是多

元主体意识。 多元主体意识既不同于个体主义，也不同于整体主义，而是以个体为基础，以集

体为导向。 集体主义中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念中的利益意识。 它既体现着以货币为中

介的关于物质利益的追求，又体现着社会主义的
“

最终
“

目标所必然带来的影响。 集体主义作

为两个核心价值意识之间张力的表徵也就决定了处于保护带的众多价值意识。

价值观念体现着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念与传统社会经济价值观念之间的

不同，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就决定了分别以这两种经济价值观念为基础的

两个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转型时期的很多现象都可以从社会经

济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中得到说明和解释。

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价值观念导向作用

为建立全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改革正进入攻坚阶段。 在这个关键时期，要

发挥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就要充分重视社会经济价值观念尤其是其中的核心价值

意识的引导作用。 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虑：

其一要正确地强调社会经济价值观念中的主体意识。 不可否认，在我国推行市场经济的

今天，“自我中心
”

的价值意识有所抬头。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德国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施蒂纳就

鼓吹极端利己主义。 施蒂纳认为：“对我来说，除我自己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

＠这种极端

利己主义反映了生活在19世纪前半期德国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价值观念体

系。 如果倡导这种社会经济价值观念，社会在实际上就不能正常地存在。 因此，边沁等资产阶

段伦理学家对此持批判态度，他们提倡一种合理的利己主义。

马克思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
“

,
“

个人的出发点总

是他们自己
＂

。＠世代相续的个人在通过不同的社会活动方式发展自身时，恰恰创造了历史。

然而，马克思所说的个人决非极端个人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对对象的依赖是个人生存的起码

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只能通过劳动的形式才能得到满足。 人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必须以人与

人结成相互关系为前提。 这就是劳动实践的社会性。 这就决定了
“

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

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

产因此，马克思的主体理论以个体为基础，但导向集体。

不可否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遵循价值规律，必然要把实践和利益主体的作用凸现

出来。 但是，主体价值的增强，自主、自立、自信意识的增强，并不意味着自我、他人与社会的对

立。 而要反对
“

自我中心
”

的价值意识，就要处理好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其中集体要成为

“真正的共同体
”

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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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要正确地强调社会经济价值观念中的利益意识。 与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中重义轻

利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强调利益意识。 肯定个人利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把利

益的追求与主体的劳动结合起来，激发了人民群众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

突飞猛进地发展。

不可否认，在推行市场经济的今天，“拜金主义
”

的价值意识有所抬头。 拜金主义使得人对

神的崇拜转而表现为人对自己劳动创造物的崇拜，反映了人的自主性的增长。 然而拜金主义

以货币作为价值取向的基准，从而诱发、鼓励人们不择手段地去攫取金钱。 拜金主义确实与市

场经济有着密切联系。 马克思说：＂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
”

也我

们今天正在建立市场经济，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这就为拜金主义滋生、蔓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有着质的区别，前者是建立在私有制基

础上的，后者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有些人能解开商品拜物教之

谜；但就整个社会而言，不能理解这个谜底，从而使货币蒙上神秘的光环，成为盲目崇拜的对

象。 在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在不少人看来，金钱、货币和商品仍然很神秘，从而拜倒在它们的脚

下；但就整个社会而言，有可能理解马克思所提供的谜底，消除货币、商品的神秘光环。

其三、坚持劳动价值复归的方向。 强调追求利益意识的更深沉意义在于，劳动价值的复

归。 劳动对于社会的价值是永恒的；但劳动对个体的价值并不是永恒的。 在一种社会条件下，

劳动对个体具有肯定价值；在另一种社会条件下，劳动对个体具有否定价值，这就是马克思深

刻分析的劳动的异化。

在人类活动中始终贯穿着对于劳动效率的追求。 从劳动的动力来说，劳动态度对劳动生

产率的影响比劳动技术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更深远些。 劳动态度是与劳动价值联系在一起

的。 马克思·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初期的精神动力时，就已经发现劳动价值对于社会发展的

重大影响。 在他看来，新教伦理把劳动与个人拯救联系起来，通过劳动所取得的成就来证明自

已是上帝的选民。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干多与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种
“

平均主义
”

的

分配制度，严重地影响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这种分配制度的实质就是把劳动与劳动者的利益

相分离，使劳动不能对劳动者形成肯定性价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正在改变这种

劳动与劳动者利益相背离的状况。 这就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潜力。 这就是劳

动价值的重新回归。

其四、在坚待真正的集体
”

中弘扬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念中两个核心价

值意识之间的张力可用集体主义来概括。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社会经济价值观

念的引导，就是要弘扬集体主义精神。 要正确地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就要使集体成为
“

真正的集

体
”

这就要赋予集体主义以新的特点。 这就要在发扬集体主义中注意：

第一，要寻找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结合点．使集体利益最大限度地覆盖个人利益。 所谓
“

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

之类的口号，就反映了在
“

左
”

的思潮下对集

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的曲解。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倡导集体主义．就

要着重揭示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结合点。

第二要尽可能地把集体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转化为个人的具体利益和阶段性的眼前

利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而且可能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但要把

需要和可能转化为现实·要经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这就邓小平讲的
”

给人民以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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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通过改善领导来优化集体是使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重要条件。 当个人利益与

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要使集体成员自觉地把集体利益置千个人利益之上，优化集体是最重要

的条件。 在集体中，领导者处于核心的地位，优化集体主要在于改善集体中的领导者。 从根本

上说，就是遵照江泽民提出的
“

三个代表
”

的思想来要求领导者的言行。 具体说来，就是要改善

领导者的认识能力；改善领导者的思想素质；改善领导者的领导艺术。

注释：

O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7 卷，第 353 页。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74 页，第 84 页。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3 页，第 89 页。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446 页。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104 页。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51 页。

O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29 页注。

＠转引自《青年黑格尔派》，第 215 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21 页，第 31 页，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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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Economy and Social Economical Values 

CHEN Xin-han 
(Humanities College, Shanghai Uni仅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This social ideas of economical value about the scopes of economical action 

are the most general and basic part in the system of social valuable idea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as of social economy,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the interest consciousness are in the 

essential place. I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main consciousness of the social ideas of 

economical value is based on the individual but orient itself to the collective, and is transfer

ring little by little from the abstractive consciousness of colony to the realistic consciousness 

of subject; the changes about the carrier of material interest of consciousness of interests in 

the ideas of social economical value, bring about people's great enthusiasm of the material in

teres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ideas of 沁cial eco

nomical value, especially the guide effect of the idea of essential value. 

Key words: the 沁cial ideas of economical value;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interest 

consc10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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