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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制度下的拜扬赦与经济人
——中国

“

海派经济论坛 “

第3次研讨会论文选编

确立科学的市场型
“

经济人
“

理论

程恩富

马克思丝毫不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各种人性的客观存在。 他把人看成是特定经济关系和经

济利益的承担者，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 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

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吨他正确地指出了资本家在经济活

动中的本性：”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

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
“

价值增殖一 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

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

的资本执行职能。
”

气可见，马克思认为作为
“

经济人
＂

的资本家，是用最小的可付资本占有最J.

的剩余价值，至于被雇佣者的经济状况和使用价值，只有不与追求长期剩余价值极大化的
“

自

私人
“

目标相悖时，才予以考虑。 另外，马克思论及工资和工作日问题时阐述的
＂

二律背反
“

现

象，实质上也就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同时作为
“

经济人
”所形成的矛盾冲突。 籍此，英国出版的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在
“

经济人
”

条目中，也确认马克思的理性模型。

毋庸置疑，经济人假设对千经济学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它描述人们总是在既定的约束下选

择和追求最有利千主体自身的经济方案，即寻求利益极大化。 但是，在具体运用经济人假设进

行科学分析时，国内外有些学者却忽视了下列重要观点：

笫一，经济人假设中的人性观应达立在辩证唯物论的基点上。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主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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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马克思曾创立了科学的拜物教理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是以经济人为公坦的，

这两种观点都是阐述市场制度下人的经济行为与观念的。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如

何正确评价经济人和拜物教理论？怎样客观分析市场环境中人的经济行为的多重特征？在上

诲财经大学举行的＂诲派经济论坛 “第3次研讨会就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新颖独

到的重要观点。 现将部分论文选编如下．



性既不是完全利他，也不是完全利己，利己心和利他心都是人性中自然存在的不同侧面。 但他

没有将这一论点推广到经济学分析中，《国富论》仅以利己心为出发点来研究人类经济行为。这

表明其理论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如果把本来有缺陷的理论再推向极端，视利己心为与生俱来

和一成不变的东西，进而不分环境和时点，把“自私人“绝对化、永恒化和一般化，那么，就有意

无意地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实际上，是一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环境规定了经济活动中

人的本性或本质，而不是相反。 已有经济学者揭示出：作为一个具有完整性和延续性的经济行

为主体，其目标函数一般由三种子目标变量构成：第 一种是独立自利变抵，它的取值与其他人

的利益无关（零相关），用IX表示；第二种是利他收益变量，它的取值与他人利益正相关，用
HX表示；第三种是损人利已变董，它的取值与他人利益负相关，用DX表示。用Y表示的经济

人总利益的目标函数为：MAX Y=F(IX,HX,DX)。 三种变量的具体取值大小及在总目标中

的权重如何，经济人以何种行为方式追求利益最大化，每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场合会有很大的差

别。这主要取决千制度环境和社会约束程度。 当然，还有受大环境影响的个人偏好结构和个体

素质差异方面的原因。
笫二，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行为主要是利己的，但也有利他的一面。 美国近年出现的

“利他主义经济学”，已经从数学模型的分析中得出：在许多情况下，具有 合作倾向的人，都比其

他人更可能分享合作的同胞的好处；在其 实践有可能被模仿时，甚至那些自觉选择其行为的自

私的理性个体，也会觉得作利他主义的事合乎他们的利益。 他们的模型证明： 如果某些生物种．

是在集团竞争中延续下来的话，舍己救人的利他主义者的遗传基因就不会消失；理智的利他主

义者将比不理智的利他主义者和自私的个体更适千生存。 美国经济学家加里. s. 贝克尔在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著作中也得出结论：”即使自私的家庭成员有时对其他成员似乎也会采

取利他主义行为“ ,＠由此说来，“经济人“范围不应完全等同于利己主义的“自私人＂。经济活动

中的利己性和某些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利他性都是“经济人＂的表现。 我们必须承认广义“经济
人”概念的科学意义（补充说明：经济理性主义与经济利己主义有差别，因为理智与感情或本

能、利已与利他，是不同层面的问题。 尽管它们有交叉，还是严格界定为妥）。
笫三，把一切利他行为均视为利己主义，是不合情理的。 我们不否认经济社会活动中存在

大址的自私现象，尤其是在私产制社会里。 然而，也不能否认有些活动确属利他行为。 把经济

人假设直接等同千现 实生活中人的所有行为，这就超出科学假设的范围，模糊了假设与事实的

合理界限。在逻辑推理上，因为助人为乐有个“乐”字，就把助人行为视作自私的，这是用主观欲 '

望的满足来界说自私行为的唯心论观点，混淆了利他与利己的客观行为界限，也混淆了真善美

与假恶丑的客观行为界限。科学认识应 当是这样的，利已与利他、主观与客观，它们之间至少有

四种典型组合：主观利己，客观利己；主观利己，客观利他；主观利他，客观利己；主观利他，客观

利他。自然，其中舍去了利己的同时可能也利他、利他的同时可能也利己的复杂因索。简言之，

主观欲望的分析不能代替客观行为的判定。
笫四，边立在私产制和自由放任基础上的自私自利社会，做不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高度

有序的统 一 。 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 100 多年前批评斯密把经济人的人性假设推向极

端。当代西方国家干预主义也强调，不能放弃国家对私人经济行为必要的引导和调控。事实上，
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个人主义不同，以中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东方群体主义已昭示出：西

方以提倡个人至上的新教伦理为始点的极端个人主义，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经济和社会

文化的发展，可是，正 如布热津斯基在新著《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所恍然大悟的：“以相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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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的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任何坚实的社会支柱的； 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

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与此有

别，提倡以个人利益为基点的集体精神和文明社会主义，提倡以个人利益为基点的团队精神和

儒家资本主义，构成了 一 种东方式经济文明，其重要经济特征是合群、乐群或利群，利用利己

性，倡导利群性。 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无疑证明了群体主义和利他性有着重要的经济分析价

值，唯私论和马克斯·韦伯的儒教障碍论是失误了。

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要不要同步配套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知道，传统经济体制在强

调集体和国家利益的同时，严重忽略个人利益和自由选择，阻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改革的方

向不是重蹈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覆辙，而是应在高度尊重个人利益和个人选择的

基础上，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有机地协调起来。 实际上，只有塑造好一个市场型

的公有产权制度，人类才会为个人、为集体、为国家、为全球的缘故，设法将制度费用的比重尽

量减低。要圆满地实现这一点，由社会公德和公有经济基础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建

设必不可少。 为此，需要纠正一些与此有关的思想盲点和误区。

首先，以道捻风尚的昔遴沦丧为代价来发展市场经济，是没有必要的。，以美国等西方国家

为参照系，认为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
“

弱肉强食”的不道德的基石上，因而中国发展市场经济，

也要以道德风尚和思想品德的普遍败坏为代价。这种观点的误区，在于把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

道德进步看成是
“

二律背反＂的关系，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看成是互不相容的东西。马克思曾

肯定过
“

恶”或道德败坏在私产制发展史上的某种推动作用，但这决不意味着向公有产权型的

市场经济过渡，也一定要去重复历史的丑恶现象。 经验证明：由公入私易、由私入公难．个人私

欲本身具有乘数效应和加速效应，作为无正式游戏规则的道德约束失效时，利己主义的传染性

极强。一旦法律约束再不严，厚黑学盛行，社会
“

比坏式”竞争浪潮犹如洪水猛兽，便难以抗衡和

消除。所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就要高度重视和发挥道德调节这只
“

无形之手气并与市场

调节的
“

无形之手”和国家调节的
“

有形之手”相匹配。唯
＂三手”并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能健

康有序地向前迈进。

其次，轻视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重塑社会主义道捻价值系统是极不明智的。 应当领悟到：

对千人的发展来说，市场经济含有两重性，既容易产生独立的人格，又容易导致个性的失落和

人的物化。 为了抑制市场活动中出现的个性方面的各种消极因素，反对
“

唯利无义 ” 、
“ 见利忘

义
“ ，就 必须树立合乎社会主义伦理精神和理性观念的市场主体公德，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均

应积极提倡
“

以义求利” 、 “

见利思义”。 各种人文精神是市场经济深层本质的一种要求和体现，

从根底上制约着市场经济的良性运作。 当前，正处千社会转型和人性变换过程的中国，尤其要

在充分肯定和发挥个人价值导向的同时，加强
”

利益共同体”的观念和集体主义的基本价值导

向，以及社会主义理想和人道主义的道德价值导向，重构融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价

值系统。 那种以为新旧体制转型后可以自动解决经济伦理问题的观点是过于天真的。

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第260页、第174页。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中译本，第7篇．

＠《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系上诲财经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生导师、论坛主席，单位邮纨为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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