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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德性论》

前言

任何国家或民族在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背后都有一种无形的力在支撑和推动，这个“力”即是伦理道德
。一个社会的有序运行既需要法律也需要道德。道德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这是许多人都承认的；但是
，道德这种精神力量的一个特点，就是要转化成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并以自身的特殊方式，对社会
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发生潜移默化的能动作用，成为推进或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这是一些人所不
容易认识到的。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一些市场主体为追求利
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失德、败德现象屡有发生，不仅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干扰了市场经
济秩序，而且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桎梏。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不仅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的竞争，更重要的是民族凝聚力的较量，而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提高
必须以良好的民族道德素质为核心和基础。近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
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
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社会。”“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切实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必
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道德实践能力，是构建
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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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德性论》

内容概要

任何国家或民族在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背后都有一种无形的力在支撑和推动，这个“力”即是伦理道德
。一个社会的有序运行既需要法律也需要道德。道德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这是许多人都承认的；但是
，道德这种精神力量的一个特点，就是要转化成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并以自身的特殊方式，对社会
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发生潜移默化的能动作用，成为推进或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这是一些人所不
容易认识到的。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一些市场主体为追求利
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失德、败德现象屡有发生，不仅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干扰了市场经
济秩序，而且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桎梏。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不仅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的竞争，更重要的是民族凝聚力的较量，而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提高
必须以良好的民族道德素质为核心和基础。近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
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
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社会。”“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切实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必
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道德实践能力，是构建
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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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东平，1972年生于江苏常熟，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毕业，法学博士。先后在企业、杂志社、
政府机关工作，曾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sacramento分校访学，现就职于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公开
发表各类研究论文、报告20多篇，参与研究的“WTO与江苏经济”、“苏浙沪鲁粤经济发展比较”两
项课题分别获中国发展研究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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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个体伦理与组织伦理的结合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是个体的地位和作用不断突出的过程。在古典德
性伦理实践中，个体伦理在权利伦理为主的旗帜下，始终占据着社会伦理中的主导地位。在国家伦理
属于“最高层次”伦理的情况下，社会生活的发育和发展受到严重限制，个人的存在是分散的、纯个
体的，这与自耕自足、相对封闭的社会现实，或者是城邦制的国家环境密切相关。但到了现代社会，
个体伦理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重要的调整是，个体的行为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更多地被
刻上了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的烙印。在经济主体形式多样化、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发展环境中，“组
织”成为介于国家伦理（社会伦理）和个体伦理之间的一个新的层次，而且这个层次的力量和影响越
来越强。甚至有专家把这种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称为“单位中国”，并认为，在当代中国，每一个城市
人都生活在单位之中，就像传统的中国人生活在家族中一样，它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样式和生活空
间。“单位构成了中国人生活的原点。”①“组织”成为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实现形式，个人伦
理在组织中的体现和组织伦理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即使从经验的角度，我们都可以深刻地
体验出这种个人伦理向组织伦理转变的趋势。应该说，是日益丰富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创造了组织伦
理发育和发展的合适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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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键盘上敲完书稿的最后一个字，天已放亮。关机倒头就睡，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刚开始
第一章的写作，却无从落笔，不知所云。曾经期翼的那种完稿以后如释重负的感觉，却怎么也体会不
到。我终于发现，写“完”这本书，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深知自己的水平有限，但在那么多
师长、领导、友人的指导关心下，我还是将它见诸于纸墨了。尽管心存愧疚，但感激之情更甚。首先
要感谢我的导师王小锡教授。十多年来，他以师者的博学和长者的智慧，引领我在为学和修身的道路
上不断进步。他常说，研究道德的人，首先要有一双“道德”的眼睛，以看待自己、看待社会。早在
四年前，王老师就以敏锐的眼光，高度肯定了“政府德性”研究的理论价值，并一再勉励我要把这项
研究做深、做好。敬业之精神与对学子之关怀，令我终生难忘。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得到了南
京师范大学张之沧、高兆明、盛宇华、蒋伏心、金太军、文晓明、左用章、王跃等教授的悉心指导，
工作之余有幸聆听了中国人民大学宋希仁教授、焦国成教授、教育部社科发展中心复卫东教授等学界
前辈的讲座，他们的传道授业，给了我很多的思想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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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府德性论》为当代伦理与发展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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