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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economy is not a concept concerning pure 
matter or material activities. It is intrinsically linked with morality. If we 
want to understand the property rights, productive labor,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Pareto nirvana", we must know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morality. Therefore, the true economy must be mo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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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真正的经济”是内涵道德的经济 

王小锡 

[内容提要] 经济概念不是纯物质或物质活动概念，它与道德有着必
然的联系。作为理解经济的基础或切入点的产权、经济活动的核心
或前提的生产劳动、经济持续运行的分配与交换行为和最佳经济状
态的“帕累托佳境”等，均与道德有着不可分离的十分密切的关系。
因此，“真正的经济”是内涵道德的经济。 

关键词：经济；真正的经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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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人的经济，是社会利益关系发生、发展的特殊存在方式，
是人和人际关系或人际利益关系的本质的反映。马克思在谈论“真
正的经济”的时候，其中重要的基本理念之一是“真正的经济”是不断
训练人、发展人的经济，是不断处理和生产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
经济。他指出：“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
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
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
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
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
展，生产力的发展。” 19 换言之，经济是关注人和人的发展、关注
道德、与道德共生存的经济。经济在本质上不只是投入、产出和效
益等问题，更在于经济一定是内涵道德的经济。因此，笔者认为，
离开了道德视角，经济不可能被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经济概念不是
纯物质或物质活动概念，它必然内涵道德要素。同时，通过对经济
现象的解析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作为理解经济的基础或切入点的产
权、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或前提的生产劳动、作为经济持续运行的
分配与交换行为和作为最佳经济状态的“帕累托佳境”等，均与道德
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3.1 产权与道德 

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产权问题，产权是整个经济活动的
逻辑起点，也是经济活动的利益之依据。但是，作为经济活动之前
提的产权如果失去道德内涵，就难以发挥其特有的经济作用。因此，
研究经济或产权及其基本德性首先应当研究产权道德。 

从哲学伦理学意义上说，产权“即财产权利，是一定社会所确认
的人们对某种财产或资产所拥有的各种权利的总和，是基于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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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07-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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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存在和使用的人们之间的一种权利关系，是人的社会存在的肯
定方式”。 20 有人认为，作为财产权利的产权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基
础而已，至多是一种法律规定或法律关系，与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
事实上，财产权利不仅仅意味着拥有或使用财产，而且还包括使财
产增殖以扩展自己的产权。这也是经济活动得以延续、社会得以繁
衍的最基础和最根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理念。在财产增殖、产权扩
展的过程中，产权道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3.1.1 产权所有合理与否，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现象。 

应当看到，“产权是谁的”和“产权应当是谁的”并不是一回事，随
之而来的是，在财产增殖和产权扩展过程中，劳动和劳动关系的表
现形式和本质也并不一样。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拥有的产权，
由于其资本的本质决定了社会劳动是“异化劳动”，资本家和工人的
劳动关系是对立而不可调和的阶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这就是说，
资产阶级产权是资产阶级道德的最集中的经济体现。趋善意义上的
道德化程度不断加强的社会，“产权应当是谁的”这一理念越来越清
晰而科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过程中，明晰产权，明确经济
活动角色，最大限度地遏止剥削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已经逐步凸显
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德的适时性和先进性。 

3.1.2 产权明晰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和产生效益，真正使

经济成为道德经济。 

产权明晰是经济道德的最基本要求，当然，这种符合趋善意义
上的经济道德要求十分清楚地明确“产权应当是谁的”。产权清晰，
人们便会对某一财产或资源享有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
权，人们可以自主地来支配自己的财产的使用，完整地获得产权所
产生的收益，由此，激发人们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最大限

                                                           
20
 罗能生：《产权的伦理维度》，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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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降低经济活动成本。相反，假如产权不明晰，人们不知道生产
和交易的收益归谁所有，或者不知道经济活动的收益分成，人们自
然就会降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同时，一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
的前提，假如交易权属不分你我，人们很容易发生争夺，这必然导
致资源利用效率的降低和社会生活的混乱。尽管这种不分你我的产
权使用或收益不一定发生争夺或外部冲突，但是，由于产权界限不
清，收益结果分配也必然不清，往往导致人们不想也不愿意尽心尽
职地去通过劳动或交易最大限度地发挥产权的作用。这客观上是对
资源的浪费，是不道德的经济行为。21 

3.1.3 产权交易需要道德，产权决定交易道德原则。 

产权的一部分是会用来交易的，产权交易能否成功或双赢，往
往取决于交易规则是否合理，即是否符合交易活动过程中的应然要
求。因此，产权交易的正常展开，必须有科学合理的交易规则，其
中体现交易应然的道德准则是最基本也最能体现公平的交易规则。
同时，产权决定交易道德原则。符合理性或道德性意义上的产权，
其交易原则应该是公平合理的。既然财产权属清晰且合理，那么，
交易双方各自有权决定某次交易行为的成立与否。而且，交易双方
往往在讨价还价中提高交易的合理性或公正性。反之，假如财产权
属不清晰，或虽清晰但财产权属不合理，那么，就很有可能产生侵
权行为，有的甚至将侵权行为贴上“合理”或“道德”的标签，加强了
产权交易侵权行为的欺骗性。 

总体而言，健全的产权道德“将有效地调节和规范人们的产权关
系，减少产权交易中的矛盾冲突，促进人们产权合作关系的形成和

                                                           
21
 罗能生：“市场经济、道德权利与产权伦理”，《伦理学研究》，200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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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产权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产权运行效
率”22。 

3.2 生产劳动的本质在于道德升华 

生产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实践活动。
生产劳动创造财富，也创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而且，生产
劳动的本质在于人类道德的完美展示和道德境界的升华。生产劳动
最能直接说明经济一定是内涵道德的经济。 

3.2.1 生产劳动肯定人自身的存在和人生存的价值。 

生产劳动一定是人的生产劳动，是生产劳动者在自己意识的支
配下利用一定的生产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物质生产过程。生产劳
动过程及其成果不仅充分说明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还能够展示人
的存在理由和生存意义。这既是人的道德之根本所在，也是人的道
德之逻辑起点。在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产劳动不仅不
能肯定人自身的存在及其存在价值，而且生产劳动及其成果成了异
己的力量，成了压迫生产劳动者自身、摧残人性的手段或工具。尽
管如此，作为资本家的“资本”的一部分，工人通过生产劳动不断地
把自己“转换”成“雇佣工人”。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方面，生产过程
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
费品。另一方面，工人不断地像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
程：他是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
手段。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
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对象化在
为他人所有的产品中。因为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
过程，所以工人的产品不仅不断地转化为商品，而且也转化为资本，
                                                           
22
 罗能生：“市场经济、道德权利与产权伦理”，《伦理学研究》，200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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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吮吸创造价值的力的价值，转化为购买人身的生活资料，转
化为使用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可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
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
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对象化在其中和借
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
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 23 可见，在
非理性的社会制度下，生产劳动是违背人类道德的活动。当然，从
历史发展的宏观意义上说，人的生产劳动永远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
步的力量源泉。生产劳动违背人类道德的现象只是非理性的社会制
度造成的，所以，改变非理性的社会制度是升华人类道德的重要路
径和手段。 

3.2.2 劳动说明人的基本权利和道德价值的获得。 

“劳动在获得其商品价值的同时，也获得了它所特有的社会价值
和道德价值。从道德伦理的角度看，人类的合道德性意义也正在于
此。由于劳动及其成果可以获得这种人的道德价值，所以，劳动本
身也就成了人类（确切地说是合格的成年劳动者）的一种基本权利，
这种权利既具有生存权的一般价值意义——作为劳动者基本的生存
方式；也具有道德权利的特殊价值意义——作为劳动者自身人格、
尊严或荣耀的自我表达与社会认肯方式。” 24 反之，不劳动者就会
失去生存的基本权利，以生存意义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也就无法体现。
事实上，人的权利和道德价值的实现无不与劳动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其一，惟有劳动才能获取应有的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
就物质利益来说，人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必定与劳动的绩效有关。
就精神利益来说，人的政治权利、文化享受权利、获得名誉权利乃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658-659 页。 

24
 万俊人：《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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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话语权的大小都与人的劳动态度和劳动成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性。其二，惟有劳动才能显示人的崇高的人生境界和道德觉悟，也
才能说明人的生存价值。游戏人生、不劳而获的人对自身和社会是
有愧的，他们醉生梦死、腐朽没落的生活态度使其生存意义不齿于
社会。 

3.2.3 生产劳动锤炼人类的品质。 

生产劳动是最复杂的人类活动，也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最根本性
的活动。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生产劳动者的品质不断得到升华。正
如马克思所说，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在改变客观条件的同时也改
变着自己。具体来说，一是生产劳动者将会养成求真的品质。生产
劳动要顺利进行且获得理想的效益，生产劳动者必须不断探索真理，
发展科学技术。同时，要坚决抵制各种各样的伪科学，唯此才能使
生产劳动与人类发展要求同步。二是任何生产劳动都要求人们付出
智力、能力和财力等，这需要劳动者有乐于付出的理念，有吃苦耐
劳甚至勇于牺牲的精神。同时，智力的积累、能力的培养和财力的
积聚，都需要生产劳动者具备刻苦、奋斗之精神。三是生产劳动是
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人类最普通也最艰巨的活动，它需要人们相
互之间的协调和团结，并在不断形成合力的基础上推进生产劳动的
进程，提高生产劳动的效益。现时代的生产劳动更需要而且更能够
培养和锤炼人们务实求真、奋力拼搏、团结协作的精神。 

3.2.4 生产劳动催生道德规范并影响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发展。 

人类的生产劳动是集体或集体性质的活动，生产劳动要顺利进
行，需要协调生产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同时，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
发展，人类生产劳动的分工越来越细，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的相互依
赖程度越来越高，每一个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之关系链中的地位和作
用越来越重要。再者，人类的生产劳动与整个社会都直接或间接地
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各种关系都会对生产劳动产生一定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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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此，生产劳动中必然会形成一定的协调各种生产劳动关系的
道德规范。 

生产劳动只有在一定的道德规范制约或指引下才能顺利进行。
并且，生产劳动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劳动的和谐进行和发展，
客观上又必然促进全社会人际关系的协调与和谐。同时，由于生产
劳动道德规范是社会道德规范的基础和核心，它将会延伸或繁衍出
社会生产和生活各领域的道德规范，并由此推动全社会的和谐发展。 

3.3 分配和交换的可持续依据是公正与平等 

作为主要经济现象的分配与交换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经济行为，离开了分配或交换之经济行为，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链条
将会脱节，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也将难以正常进行。进一步来说，分
配和交换之经济行为的正常进行必须依靠公正与平等。从一定意义
上说，公平分配与交换是人类社会经济行为持续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3.3.1 关于分配。 

一般而言，任何社会的分配都可分为生产资料的分配和生活资
料的分配。一方面，作为主要表现为生产条件分配的生产资料分配，
直接关系到生产和再生产的速度和效益问题，也直接影响到生活资
料的生产和分配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涉及所有制和产权问题，所
有制和产权制度的合理与否，直接决定公正与平等存在的条件和依
据。假如所有制和产权制度不能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甚至有
悖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那么，生产资料的分配是不可能做到公正
与平等的。可以说，在所有制和产权制度不公平的情况下，所谓分
配公正与平等只能是片面的或虚假的公正与平等。另一方面，作为
生活资料的分配也是十分复杂的道德经济现象。就我国目前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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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而言，复杂性体现为分配依据和分配方式的多样性、 25  分配
对象的复杂性和分配原则、分配政策的严格针对性。在当前复杂的
生活资料分配过程中，分配多寡并不是分配合理与否的依据。分配
的合理性来自于对分配主体及其利益关系的正确确认和把握，来自
于对分配依据和方式的科学认识和正确定位，来自于对以公正与平
等为核心的分配原则和分配政策的正确制定。换言之，充分体现当
今时代经济道德之应然的公正与平等是我国生活资料分配的基本理
念和原则。再一方面，道德分配是极具人性意义的现时代分配方式。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曾提出先后递次的“三次分配”：一是
按市场准则进行的收入分配即所谓的第一次分配；二是在政府主持
下的收入分配即所谓的第二次分配；三是基于道德信念而进行的收
入分配即所谓的第三次分配。诸如个人自愿交纳、捐助和捐赠等都
属于道德分配。道德分配有着调节甚至化解分配矛盾、维持社会公
正与平等的特殊作用。26 

由是观之，分配是经济现象，更是诉求公正与平等之道德实体。
同时要指出的是，“社会的公正分配当然要体现社会道义的普遍要
求，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可以完全超脱社会的经济现实状况，而将社
会伦理道德考量擢升为社会公正分配的惟一价值根据。恰恰相反，
真正的社会公正分配必须是符合权利与义务平等原则的分配，而不
是或者只按照义务原则或者只按照权利原则的片面倾向性分配。也
就是说，社会的公正分配必须同时体现社会的经济公正、制度公正

                                                           
25
 我国主张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在多种分

配方式中，有按劳动成果分配，有按技术、信息、资本或股份、无形资产

等生产要素分配，等等。 
26
 王小锡：《经济伦理与企业发展》，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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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伦理公正，任何单方面的价值诉求都是片面的、偏向性的，因而
是不公正的”。27 

3.3.2 关于交换。 

就交换来说，交换活动与分配活动是相互依存的持续经济活动
的重要环节。分配需要公正与平等，交换同样也需要公正与平等。
交换表面上是以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为桥梁的产品交易，根本上
是人际利益的交换，是人的“特殊的自然需要”的交换。因此，交换
客观上需要公正与平等。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曾进行了充分的阐
释，他指出：“交换行为不仅设定并证明交换价值，而且设定并证
明作为交换者的主体，至于说交换行为以外的内容，那么这个处在
经济形式规定之外的内容只能是：（1）被交换的商品的自然特性，
（2）交换者的特殊的自然需要，或者把二者合起来说，被交换的
商品的不同的使用价值。因此，这种使用价值，即完全处在交换的
经济规定之外的交换内容，丝毫无损于个人的社会平等，相反地却
使他们的自然差别成为他们的社会平等的基础。如果个人Ａ和个人
Ｂ的需要相同，而且他们都把自己的劳动实现在同一对象中，那么
他们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关系；从他们的生产方面来看，他们根本不
是不同的个人。他们两个人都需要呼吸，空气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
是作为大气而存在；这一切都不会使他们发生任何社会接触；作为
呼吸着的个人，他们只是作为自然物，而不是作为人格互相发生关
系。只有他们在需要上和生产上的差别，才会导致交换以及他们在
交换中的社会平等化；因此，这种自然差别是他们在交换行为中的
社会平等的前提，而且也是他们相互作为生产者出现的那种关系的
前提。从这种自然差别来看，个人Ａ是个人Ｂ所需要的某种使用价
值的所有者，Ｂ是Ａ所需要的某种使用价值的所有者。从这方面说，

                                                           
27
 卢风、肖巍：《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年，第 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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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差别又使他们互相发生平等的关系。但是，他们因此并不是彼
此漠不关心的人，而是互为一体，互相需要，于是客体化在商品中
的个人Ｂ就成为个人Ａ的需要，反过来也一样；于是他们彼此不仅
处在平等的关系中，而且也处在社会的关系中。”28 

当然，交换客观上需要公正与平等与交换实现公正与平等是有
区别的。也就是说，交换顺利进行并产生效益，需要有一系列的体
现公正与平等要求的行为规范来制约人们的交换行为。从一定意义
上来说，没有交换道德，就没有正常和合理的交换行为，也就没有
正常的生产劳动和正常的经济运作过程。换句话说，交换道德是正
常交换的支柱，是经济正常运行的灵魂。 

3.4 “帕累托佳境”中的道德理念 

“帕累托佳境” 29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经济道德佳境，也是最能说明
经济内涵道德的典型思维模式。 事实上，“真正的经济”是内涵道德
的经济，完整意义上的表述应该是道德佳境下的经济才是“真正的
经济”。                                                                                                                                                                                                                                             

帕累托佳境（Pareto_Optimality，亦称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
优状况、帕累托优态、帕累托效率）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即
可分配资源和享受资源人数既定的情况下，从一种分配状态转换到
另一种分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不可能再使某
些人的处境变好。帕累托改进 (Pareto_Improvement，亦称帕累托
改善) 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
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就是说，实现帕累托佳境就意味着不可能再
有帕累托改进的余地；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佳境的路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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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97 页。 

29
 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1848 年—1923）在收

入分配的研究和个人选择的分析中提出了“帕累托佳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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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帕累托佳境“背后隐藏的完全是一个道德约
束，即：如果资源配置已经达到了不减少一部分人的福利就不能增
加另一部分人的福利的地步，那么就已经达到最优了，再不需要减
少一部分人的福利来增加另一部分人的福利，那样做对整个市场来
说毫无意义。反过来，如果市场未达到帕累托最优，则可以对它进
行帕累托改进，亦即增进了一部分人的福利，但却没有损害另一部
分人的福利。”30 
“帕累托佳境当然是一种经济学和效率原则。它所揭示的是当一种
经济实现帕累托佳境时，各种社会资源的利用和财富的分配都达到
了一个均衡的状态，没有过剩也没有不及，因而效率是最高的，社
会福利得到了最大的实现。但是，帕累托佳境并非只靠经济学的原
则就能够实现，其中也蕴涵着一些基本的道德精神，或者说，只有
在一定的社会道德原则能够得以贯彻践行的前提下，帕累托佳境才
是可能达到的”。 31 其一，帕累托佳境就是经济公平佳境。资源分
配要实现帕累托佳境，其手段和目的都必须是公平的，否则就谈不
上资源最佳配置，更谈不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所谓帕累托改进，
其目的就是让资源作最优最合适的分配。这里的“最优最合适”指的
就是尊重人的劳动、关注和实现人的应有利益、资源实现没有浪费
没有偏差的分配。并且，资源的最优配置是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的，
公平交易才能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否则就会造成生产与贡献的偏离，
减弱人们对下一轮生产的积极性，减少生产性资源的投入，客观上
就会减少社会财富的创造，这样就丧失了实现帕累托佳境的基础，
更谈不上实现帕累托佳境。其二，帕累托佳境就是共创共赢的佳境。
帕累托佳境既是资源分配状况，也蕴涵着资源实现的最好态势。而

                                                           
30
 杨充霖等：“市场与良心——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内涵”，《哲学研究》，

2003 年第 3 期。 
31
 唐凯麟：“建构和谐社会的基石：经济和道德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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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实现的最好态势取决于通过最优分配促使人们达到最优的生产
劳动积极性，也取决于人们在社会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团结协作和奉
献精神。在一定的市场机制下，竞争是资源配置尤其是生产资源配
置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状况，而且理性意义上的竞争有利于实现资源
配置中的最佳状态和效益。因此，利益相关者只有共同携手努力，
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才能实现双赢或多赢。其三，帕累托佳境就
是诚信佳境。资源分配总是一定的人按一定的规则分配，然而，包
括资源存量、分配依据、分配方法和分配结果等资源分配的全部信
息应该公开，这样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费用，减少人们在经济活动中
获取和辩识信息的费用、谈判和监督费用以及由于违约造成的种种
成本，充分利用已有资源作最佳分配并发挥最佳效益。相反，如果
一个社会欺诈成风，交易中尔虞我诈，人们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
时间和金钱用于相互防范和解决各种欺诈所造成的纠纷，由此造成
大量资源不能用于生产性活动，也使社会丧失大量可以创造出来的
财富。32 其四，帕累托佳境是劳动产品或经济成果充分人性化的佳
境。劳动产品或经济成果都是人们生活和再生产的资源，这些生活
和再生产的资源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人性需求，就能在多大程度上提
升人们的生活和生产质量，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社会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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