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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伦理学年鉴》

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伦理学年鉴(2000-2001)》主要内容包括学者介绍、学术成果简介、学术活动、资料索引等
。主要反映我国经济伦理学发展的状况，为更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流，今后还将设置“伦理学前沿”
等栏目。
为了全面系统展示我国经济伦理学的发展状况和发展历程，总结我国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
究成就，促进国内国际的学术交流，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
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和南京师范大学共建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所决定编辑出版从2000年起的《中国经济伦
理学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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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伦理学年鉴》

书籍目录

2000年论文或论文摘要全球化的另一面儒商与中国商人的理想人格社会保障与道德建设经济蕴涵的伦
理本义论社会经济运行的伦理调节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及其论证论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论市场经济伦
理的生成和构成论消费伦理：从自我生活的时代谈起论我国经济伦理的基本原则论市场道德与社会道
德对立与统一的条件性论道德资本公有资本人格化的经济伦理学分析经济自由和经济公平的合理范式
——约·穆勒的经济伦理思想及其现实价值伦理的一种思路经济全球化中的经济伦理与经济发展关系
经济伦理学学科的建构发达国家企业伦理共融的三个方面经济伦理方法论的研究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
市场营销价值观探析论无害化生产影响河北消费需求的经济学伦理学分析习俗的本质与生发机制探源
超越经济理性的人类道德“看不见的手”与经济伦理企业行为的伦理责任建设社会主义的企业文化产
品的安全和厂商的道德责任经济伦理学研究什么分配体制与伦理调节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的伦理思考
有效制度安排——市场经济走向道德经济之关键Heart-Shock　in　China　Facing　Globalization毛泽东
、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比较研究论纲试论经济体制转轨和职业价值观的合理调适著作摘要正谊谋利—
—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企业伦理学概论现代经济伦理学管理与伦理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
导论罗国杰文集（上、下）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道德选择论儒家经济伦理精华学术
活动论文索引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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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伦理学年鉴》

章节摘录

论文或论文摘要全球化的另一面  万俊人，读书，2000．1在“现代性”理念系统的构成中，市场经济
具有关键性意义。进入20世纪末叶，人类话语已经不知不觉地用“市场”置换了“理性”，使其成了
又一个新的神话，其表现是现代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市场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的洪流已如排
山倒海，不可抗拒。在此情形下，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理所当然地就成了人类世界唯一可能或现实的选
择。然而问题恰恰由此产生：人类对市场经济作为生产资源配置之有效（甚或高效）方式和作为商品
流通之普遍有效形式的确信，是否意味着人类同时也必然或必须去认同、接受乃至信奉某一种特殊化
了的（比如说，作者所讲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激进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方式？当我们审视经济全球
化现象时，必须回答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全球化的经济“是一种自然产生的过程，是不可遏止
的技术与经济进步的结果”，还是“由于（人们）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马丁和舒曼的答案是后者。在强者宰制的世界里谋求全球一体化，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民主和公正
。马丁和舒曼的否定性断言非常激烈：新经济自由主义把非调控化（非国家干预）、市场自由化和私
有化当做全球一体化的三支令箭，实际上决定了这场全球化战争必然是以强凌弱的征服。不均衡和不
公正不单是当代全球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特征，而且简直就是其内在目标本身。均衡或公正意味着参与
经济竞争各方的平等正义，然而竞争本身就是为了打破均衡。由于对强权和利益的追求成为全球化经
济运动的根本驱动力，更由于这种全球一体化运动的起点原来就极不公正，因此，没有人敢期待它将
保证游戏过程与结果的公正。儒商与中国商人的理想人格朱金瑞，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
．1儒商是中国人对商人所期盼的理想化人格。中国古代商人为实现这一人格理想，将以儒从商作为
最理想的从商途径。当代中国新商人汲取了传统伦理思想的精华，将从商事业化，并注入责任感和使
命感，同时要求具备较高的学识水平，并能把儒家的合理思想应用于管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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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伦理学年鉴》

编辑推荐

《中国经济伦理学年鉴(2000-2001)》的编写得到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著名伦理学家罗国杰教授的
鼎力支持，他欣然担任编委会主任，并亲自审定了《中国经济伦理学年鉴(2000-2001)》的编写计划。
《中国经济伦理学年鉴(2000-2001)》主要内容包括学者介绍、学术成果简介、学术活动、资料索引等
。尽管我们力图通过与同仁的共同努力，使《中国经济伦理学年鉴(2000-2001)》以较完美的形态出现
在作者和读者面前，但由于《中国经济伦理学年鉴(2000-2001)》的编写工作十分复杂，疏漏之处仍在
所难免，故恳请同仁谅解。为了能使《中国经济伦理学年鉴(2000-2001)》成为我国经济伦理学最系统
、最权威的学术信息库，我们今后将设置专门栏目，补充介绍以往疏漏的学术信息。同时，在最初数
卷介绍的主要是与经济伦理学研究有一定关系的学者，暂且限于教授和研究员层面。为充分发挥《中
国经济伦理学年鉴(2000-2001)》学术信息平台的作用，促进伦理学界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界学者的广泛
交流，今后介绍的学者将逐步扩大到伦理学其他学科领域。鉴于学者们的学术信息会不断变化，我们
还将以较固定的周期更新我国伦理学界学者的信息。为更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流，今后《中国经济伦
理学年鉴(2000-2001)》还将设置“伦理学前沿”等栏目。“学术活动”栏目的主要内容有的是相关作
者提供，有的是根据已有活动内容的报道和综述编辑而成，由于是多渠道信息的综合，因此没有一一
署名，在此对报道和综述过“学术活动”的作者表示谢意。“学术成果简介，，中的论文，有的是全
文编录，为了保证格式的统一，在编录时一律删去论文注释。同时对部分文章的格式进行了重新编排
，并对少许文字和语句略作了改动。《中国经济伦理学年鉴(2000-2001)》中学者介绍按姓氏笔画排序
，学术信息则按时间先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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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伦理学年鉴》

精彩短评

1、符合别人工作要求，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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