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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价值观

. 陈美兰 王华明

摘要: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集体主义价值观为我国价值观的核心 ,然而 , 目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伴

随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集体主义价值观却逐步衰弱 文章通过对市场经济形成以及运作的基础 ,以及个人主义与集体

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及差别的分析,以期明确市场经济的发展与集体主义价值观是否存在冲突, 以及其与个人主义价值观

是否存在正向促进,进而探究引致价值观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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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集体主义价值观为我国价 的意志管理或转让财产等

值观的核心 ,然而 , 目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集 二 集体主义价值观

体主义价值观的衰弱的原因何在呢?个体主义价值观盛行 集体主义价值观之所以称之为集体主义 ,往往被认为

的原因何在呢? 价值观的变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存在 必须强调集体和集体利益的权威性和优先性 ,也就是个人

联系?关系又如何呢?鉴于此 ,本文通过对市场经济形成以 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 时 ,个人利益要 自觉 自愿地服

及运作的基础 , 以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及 从集体利益

差别的分析 , 以期明确市场经济的发展与集体主义价值观 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有三个逻辑层面 , 首先 ,集体利

是否存在冲突 , 以及其与个人主义价值观是否存在正 向促 益 高于个人利益 ,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 这是最基本的

进 ,进而探究引致价值观变化的原因 原则 其次 , 在集体利益之下不否认个人正当利益 再次 ,

一 个人主义及其价值观 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 , 牺牲个人利益维护集

个人主义 ,一般来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个人 体利益 对于此 , 常见于领袖文献以及官方论述 ,例如:  共

主义 ,是泛指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 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而应

系的发展 , 而逐渐形成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各种思想体系 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 ∀毛泽东

狭义的个人主义 ,主要是指  个人主义 #, ( In di vi dua llsm )这 选集 ∃第2 卷第 510 页)

一概念出现以后的有关个人主义的思想体系及其理论 其  一个共产党员 ,在任何时候 任何问题上 , 都应该首
主要观点为:相信每个人都具有价值 ,高度重视个人自由, 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 ,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 ,把个人

强调个人的自我支配 自我控制 自我发展 问题 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这是

个人主义区别与个人主义价值观 个人主义价值观 , 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 的最高原则 !(刘少奇∀论共产党

是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 基础上对人的价值的审视而得 员的修养 ∃)

出的价值体系 个人主义价值观认为 :一切价值均以个人 在社会理论方面 , 集体主义同样一整套的理论体系

为中心 , 个人本身就是 目的 , 社会只是达到个人 目的的手 集体主义是一种与个人主义截然相反的社会理论 ,它将群

段;所有人在道义上是平等的 体 集体视为有自身存在资格的事物 , 他们服从于自己的

除价值体系外 , 西方的个人主义还包括人性理论和政 目标 实际上 , 集体主义认为 , 如果必要 ,个人目标应服从

治哲学 从人性理论讲 , 个人主义认为 , 任何人都不应该被 群体 目标

当作另一个人获得幸福的工具 对于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来 在这里 ,值得一提是 , 目前在我国 , 许多学者认为应对

说 , 最符合其利益的是 , 让他自由地选择 自己的目标和达 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进行修正 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

到这个目标的手段 ,并付诸行动 因此 , 它在行动上主张人 件下 , 集体表现为不同的利益群体 , 这些群体彼此之间存

们只关心 自己和自己家庭 亲友的小 圈子 , 反对权威和对 在着利益冲突 , 而这些不同的群体利益又与属于不同群体

个人的各种支配 ,并要求政府对个人生活的干预减少到最 的个体利益之间有冲突 由于存在着社会分层 , 存在着贫

低限度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 ,个人主义主张 ,政府的主要职 富分化 ,存在着城乡差别 地区差异 , 还存在着不同的经济

能是维护法律和秩序 , 保护个人利益 , 防止有人对其利益 成份及分配方式 , 就不能不说这些不同的集体之间不存在

的干涉或侵犯 , 并监督 自愿缔结 的协定 的执行 个人主义 根本的矛盾 ,就不能不说这些集体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属于

者往往把国家看作是一种异化 , 一种弊端 ,认为  管事最少 马克思所说的  虚幻的集体 !的范畴 那么这种集体利益的

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 极端个人主义者甚至信奉无政府 合理性也就是值得审视的 , 也就是必须提出这样的疑问:

主义 个人主义者还主张 , 每人都有权取得财产和按自己 是不是当前所有的集体利益总是比个人正当利益更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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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或者说是不是所有 的个人正 当利益在与集体利益发生

矛盾时 , 都将变成不正当的 而事实并非如此 , 现实中我们

看到的是一大堆既对立而又具有平等合理性的利益集团

对于对立而平等的利益要求 , 集体主义价值观调节作用是

失效的 , 甚至是负面的

因此 , 他们认为 :既要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正当的集

体利益 ,又要强调集体利益要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的正当

利益 对于当前不同的个人利益与不同的集体利益 ,都要

做辩证的分析 ,不见得个人利益在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

就一定变得不正当 只有当集体是从全人类的或社会主义

国家整体 的角度来提 时我们 才承认其 利益 的绝 对合理

性

三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

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作为两种截

然相对的价值观 , 存在明显的分歧 其差异主要如下 :

第一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谁为第一位的问题 个人

主义价值观以个人利益为中心;而集体利益则认为个人利

益应服从集体利益

第二 : 对人的价值的认识及其实现方式的差别 对

人的价值的认识 ,涉及到对人是目的还是手段的争论 最

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德国哲学家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

始人康德(17 24一18 04 ) 康德针对当时封建社会封建贵族

把自己当作目的 , 而把老百姓和农奴当作实现他们的目的

的工具和手段 ,提出了  人是 目的 ,不仅仅是手段 !的论断

康德是作为一种人道主义原则提出来的 , 这在当时具有一

定的进步性 康德命题的本身并没有  人只是目的 ,而不是

手段 !这个意思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 , 对人是目的而非手

段这个命题的坚持 ,成为了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基础 另一

方面 , 对人是手段 的过于强调 ,而对人是 目的的淡化 ,导致

了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人的价值的误解

马克思在谈到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时曾讲过三点 :  (l )

每个人 只有作为另一 个人 的手段 才能达到 自己的 目的;

(2 )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 )才能成为另一

个人的手段 (为他的存在 );(3 )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 目

的 , 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 (∀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 ∃上册 196 页)

实际上 ,对于目的和手段 ,不能只讲一方面 ,而否定另

一个方面 ,必须两方面兼重
第三 ,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一致性问题的差别 个人

主义价值观宣扬个人利益 , 以个人利益为中心 , 他们认为 ,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存在较大差别 , 两者很难达到一致

性 ,即使存在 , 也很难通过集体行动达到 , 这方面的例子如

阿罗不可能定理 , 囚徒困境 , 公地灾难等对集体行动困境

的证明;而集体主义则认为大多数情况下 ,集体利益与个

人利益都是存在一致性的 , 并且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同时

实现的集体行动是容易达到的

四 市场经济的基础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 , 马克斯 %韦伯在其著作 ∀经济与

社会 ∃中, 就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兴起的前提精心论述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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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 当存在以下 6 个条件时 , 就会 出现现代资本 主义的

商务组织 ,并使其成为一种独特的经济组织:(1) 物质资源

能由作为独立合法实体的组织占有 , 即存在私有产权 , 并

且其得到尊重与保护 ;(2) 厂商可以在市场中自由经营(自

由的进人 退出 竞争是有保障的);(3) 各类组织采用恰当

的会计方法以支持合理的核算 ,并依此决定应干什么和不

应该干什么 (即商务活动的领导人要求进行合理的核算 ,

而市场价格使合理的经济核算成为可能 ;&4) 法律和环绕

商务厂商的其他制度变得可信赖和可预见 (包括商法的

法治居于主导地位);(5) 劳 动是 自由的 , 即人们能 自由的

享有其劳动所得 ,确立了个人主权和自由劳动力市场;(6 )

商业化是 可行的 , 产权是可让渡的 , 能靠股票公募的筹资

方式(建立股票市场 )为公司资本融资

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形成的论述一定程度上区别于

韦伯的观点 ,他认为 , 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 , 至少应具备以

下条件:其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其二 ,劳动力变为

商品 , 可以自由买卖 另外 ,市场的存在以及伴随的自由交

易与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 , 和个人均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

或利润最大化的动机 , 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得以运作的基本

条件 相比于韦伯的观点 , 可以发现两者对市场经济形成

条件的论述在以下几个方面是相似的 ∋ 第一 , 自由竞争

与交易的机制 ;第二 , 对私人产权的保护;第三 , 尊重个人

主权 ,拥有自由的劳动力市场 ;第四 , 个人有追求利益最大

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动机

因此 ,可以简单对市场经济形成及运行的基础归结如

下 :其一 , 自由竞争与交易的市场机制 ;其二 , 个人对利益

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的追求 ;其三 ,对私人产权的保护以

及自由的劳动力交易市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是市场

经济 ,因此 ,其必然具有上述市场经济形成以及运行的基

础

五 杜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是否存在集体利益?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是否与集体主义价值

观相冲突 , 在回答这一问题前 , 首先必须分析以下两个问

题:第一:在目前的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 ,存在哪些组织?

第二 ,在这些组织中 ,集体利益是否存在?

对于第一个问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 ,组织大致可分为

两种: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 对于经济组织 ,例如企业 ,它

们以追求盈利性为其目标 ,运行于投人市场与产出市场之

间 它们通过契约与不属于组织的人们进行 自愿合作 政

治组织 , 例如政府 ,则因政治意愿而建立

对于经济组织 , 这里主要分析企业 , 市场经济条件下

的企业大多产权明晰 ,私人所有 ,但是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 , 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应属例外 对于产权明晰

的私人企业 ,企业作为一种组织 ,其利益明确 ,企业的利润

所得均归企业所有者所有 ,劳动者仅仅以生产要素的形式

加人企业的生产 , 其利益仅限于工资水平的高低 企业内

部的利益通过明晰的产权划归为个人所有 对于国有企业

与集体企业 , 产权归全国人民所有 ,属于公有企业 ,企业由

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进行管理与所有 对于国有企业内部劳



. 201 0 年第7 期 . 现代管理科学 . 博士论坛

动者 ,其利益一方面在于其工资所得 , 由劳动者直接占有 ;

另一方面 , 享有对企业 的所有权 , 拥有企业的利润所得 , 但

并不能直接占有

在分析第二个问题之前 ,首先必须对  何谓集体利益 !

进行明确的阐述 , 对集体利益的经典定义见于 ∀思想政治∃
教科书中 ,其定义的集体利益 , 是指以无产阶级为核心 , 由

全体劳动人民组成 的利益集团 , 在政治 经济 精神文化诸

方面利益的总和

马克思对集体利益 的提出 , 是基于在以  个人全面发

展 !为基础的社会形态 , 即以产品经济为特征的 未来共产

主义的社会形态;在这里 ,传统意义上的集体被个人的自

由联合体所取代的社会形态 ,或者说这种联合体才是一个

 真实的集体 !,这样的集体是一个个人主义价值观和集体

主义价值观完全同一的社会形态 而共产主义社会是作为

唯一真实的集体而存在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 , 由于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

和多种利益主体 , 处于不同的经济 政治利益关系中的人 ,

从不 同的利益观出发 , 必然会有各不相 同 , 甚至相反的价

值诉求 这种现实中作为不同利益团体的集体还带有一定

的虚幻性 只有当集体是指社会主义国家整体或最广大人

民群众和全人类时 ,这样的集体利益才具有绝对性

因此 ,在私人企业中 ,并不存在集体成员共有的集体

利益 ,企业内部的利益通过明晰的产权划归为个人所有

在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中 , 由于其归全民所有 , 因此 ,

其可以明确的作为集体利益的代表 , 但是 , 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 ,这种集体利益往往难以实现 理由如下 :其一 ,市场

经济要求尊重个人利益 , 以及私有产权 ,这必然引致个人

只关注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 而漠视其他个人的利益以及集

体的利益 , 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集

体利益 , 但由于其产权的特殊性 , 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的

管理及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全社会的集体利益具有明

显的不一致性 , 由于巨大的代理成本 , 也造成了所有者对

管理者监督效果的弱化 , 因此 , 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的管

理者与工作者其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往往通过对集

体利益的损害而达到;这可以由国有企业经营效率普遍低

下 , 以及对管理者监管力度不够而引致企业效率低下等现

象得到证明

其二 , 市场经济要求 自由竞争与 自由交易 的市场机

制 在此种机制下 , 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必然面临着来 自

私营企业以及其他独立经营个体的竞争 , 然而由于作为集

体利益的代表者 ,相对于其他个人利益 , 是否应遵循集体

主义价值观 ,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如果是 ,则必然无法

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要求 , 若否 , 则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所

代表的集体利益必然是仅仅作为一种私人性质的个体利

益参与市场经济的运行 , 集体利益也就转变为非集体利

益 , 一种局部的个人利益

第三 , 市场经济同时要求市场中的个体是 自由的 独

立的 , 具有对 自有资源的所有与 自由交易权 这与个体 主

义价值观是一致的 , 在此种情况下 , 个体的利益相对明确 ,

独立 , 而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的集体利益作为全民的利

益 ,产权相对复杂 , 全民所有 , 实际上 , 任何一个个体对其

都不具有完全 的所有权 (如使用权 ), 因此 ,作为国有企业

的集体利益与社会成员 的个人利益很难形成完全的一致

性 两者的不一致性 ,往往使得在集体利益最大化与个人

利益最大化之间 , 个体往往选择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 国有

企业与集体企业在集体利益使用与管理上形成的  公地灾

难 !与  反公地灾难 !,正是此种现象的反映

六 问题的实质

既然 明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私营企业 中并

不存在所谓的集体利益 ,只有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才存在

所谓的集体利益 , 但是 , 其内部的集体利益与私人利益并

不具有一致性 , 致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个人往往选择个

人利益最大化 ,而非集体利益最大化 基于上述分析 ,对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集体主义价值观所倡导的集体

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就变得很难实行 , 由于缺乏坚实的基

础 , 集体主义价值观也必然将逐步变得衰弱 因此 ,在目前

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 ,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倡导就明

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背

集体主义价值观倡导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为集体

利益的最大化应主动牺牲个人利益 , 但其并不否认个人利

益的合理性 ,那么这种价值观可以得到全体成员广泛认同

的基础,首先应该是集体利益具有与个人利益的广泛一致

性 ,其不仅仅是个人利益的少部分一致性 ,而应该是绝大

部分的一致性;不应该仅是与部分成员个人利益具有一致

性 , 而应该是与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的个人利益均具有一致

性 因此 , 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倡导及其得到广泛认可 ,首

先 ,需要一个特殊的集体 ,这个集体可以代表绝大多数人

的个人利益 ;其次 , 绝大多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应具有

较大程度的一致性 特殊的集体必将是绝大多数个人的利

益共同体 然而个人利益具有多样性与特殊性 ,要确保个

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完全一致性 , 集体必须满足个人利益

的多样性与特殊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生产力的相对不发达 ,

以及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使得 目前状态下的任何集体都必

将难以满足个人利益的多样性与特殊性 , 进而也必将使得

集体主义的价值观难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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