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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家分析市场经济惯用的理论出发点。在他们看来，利己是人的

本性．是“经济人”所共有的，人们的经济活动无不以追求最大经济利益为动机。其实、利己心是

私有制的产物，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一种观念。由千西方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制度

理想化和绝对化，视资本主义制度为符合人的利己本性的自然秩序，因而得出了利己是人的本
性的错误结论．以致把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说成是在“经济人 “利己心驱使和支

配下自然地产生，是人的本性决定的自发的结果。他们还认为，“经济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导

致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而这种“导致”是“经济人“从改善自身状况的愿望开始的。从改善

自身状况的愿望出发．要求增加财富．这就是引起人们的经济活动，并促进人们变革生产方式
和技术手段的最初动机。

对千这种市场经济机制下的“经济人“假设，我的看法是：
第一 ． “经济人“假设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抽象。 作为从经济方面研究人的社会活动的经济

学，只有把引起人们经济活动的某种规定性抽象出来，而舍弃其他，才能抓住人们经济活动的
本质。也只有用一个统一的原因或动机来说明和解释人们的经济活动，才能断定人们的杂乱无
章的经济活动确实在遵循客观规律行事，从而有可能把人们经济活动的规律性作为经济学的
研究任务。

第二，“经济人 “假设出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性，这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在经济学中的

具体化准1西方经济学家 一般所说的利己主义，是指经济行为中的个人主义，也即人们在经济
活动中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关心和追求，这种在利己心驱使和支配下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以不
损害他人的、社会的利益和公众的福利为前提。这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利己主

义道德观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指人们关心个人利益的本性；后者则是指自私自利，意味着损
人利己，这不仅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要反对，即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因为社会公德不相容而要
遣致谴责。

因此，我认为“ 经济人“假设对我们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还是有用的，但不能

完全照搬，而应吸取其对我有用的因素，舍弃其对我不合用的因素。这里，我还要稍加具体分
析乙

首先在经济活动的动力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激励“经济人 ”活动的唯一动力是个人

经济利益。自然，在社会主义制南下，经济活动的动力问题、同样是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

的，，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无视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经济利益否则，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不可

能有持久的强大的内在动力。这是因为：（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自主经营、自

角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也要通过商品与商品

交换的物的关系来表现；同样地，经济主体在商品交换中也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以有利千企
,11,的兴盛和职工收入的提高。唯有这祥，企业才会有活力，生产才能发展＿（2）在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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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依然是谋生手段，而且旧的社会意识形态及商品货币拜物教的思想观念不可能一下子从

人们的头脑中消失．作为一种旧的思想残余与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的商品货币关系结合起来．会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的有关决策者必须重视从物质利益

上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其次，在处理人们相互关系问题上．“经济人
“

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要获得他

人的帮助，唯一途径是通过等价交换。 只要是市场经济，人们之间都必须通过等价交换来发生

经济联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然不能例外．不可能只讲互助，不讲互利，只讲合作，不讲等价

交换。 事实上，互助不建立在互利基础上是不能持久的，合作不讲等价交换也是难以巩固和发

展的。 作为
“

经济人
＂

的企业或个人在需要别人帮助时，都要考虑到如何对别人有利｀这一点对

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及其经营者是有启发意义的。例如，我们在同外商搞合资企业、合作企业．

或者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活动中，都必须认真考虑对方的利益，真正使对方感到有利可图，要不

然，对方是不会来同你搞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的。

最后，在个人利益、企业利益与国家、社会整体利益关系问题上，按照
“

经济人
“

假设，不仅

不存在矛盾，而且是完全 一致的。 例如，交换产生千人的利己本性，我们每天吃的、用的都不是

出千生产者的恩赐，而是出千他们自私的打算，但是，这种自私的打莽却满足了大家的需要。再

如，从资本投向看，持有人都在不断地为其资本寻找最有利的出路，结果必然选择对其个人也

对社会最有利的用途，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这里实际上有一个如何最大限度地使个

人利益、局部利益与国家、社会整体利益协调和结合起来的方式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与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和结合，不仅要通过
“

看不见的手
”

的市

场来进行，而且还要通过
“

看得见的手
”

的国家计划来实现。 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使社会主

义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国家有意识的控制之下，做到通过关心个人利

益、企业利益来促进国家、社会整体利益，这就能够大大减少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使商品经

济中物支配人和决定人的命运受到削弱。

特别应该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马克思主

义思想体系，国家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教育，提高人们的

思想政治觉悟，可使大家能够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

觉遵守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这就是为什么作为经济主体的社会主义企业这个
“

经济人
”

在其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通常还要考虑到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有时甚至不惜以牺牲企业

的局部利益来换取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的缘由。

可以说，
“

经济人
“

假设是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种进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

是据此建立起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庞大而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尽管
“

经济人
“

假设是带有资

产阶级人性论的东西，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其中有些合理的、今天对我们解释和分析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理论仍然有用和值得借鉴的因素。 吸取这些有用的因素，舍弃其难以成立的无用因素，

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和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行为。在反对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在反对

商品货币拜物教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商品货币拜物教与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区别开来。我们反

对拜金主义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限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现

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发展商品经济，再不讳言追求利润的最

大化。 但是，“君子爱财
＂

，要
“

取之有道
”

。如果把金钱看得高千一 切，重于一切，唯利是图，为了

金钱可以不顾法律禁令甚至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去坑害消费者，那就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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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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