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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亚当 斯密的经济人是在一定的道德伦理和法律约束下 , 追求利己并实现利他的统一体。斯密

的后继者对经济人假设的界说越来越功利化 、 理性化 、 程式化并失去其原来的伦理意蕴。印度经济学家阿马

蒂亚 森倡导一种以自由为最高价值标准的全新的发展观 , 实现了经济人假设的古典复归。着眼于此 , 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应塑造具有四种道德品质的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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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人假设在亚当 斯密 《国民财富的原

因和性质的研究》一书中正式提出 , 在该假设

下 , 追逐个人私利的经济人能够在 “看不见的

手 ” 的引导下 , 生产出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

利品 , 客观上达到国富民强 , 并实现个人之利 、

他人之利和社会之利的有机统一。斯密的后继者

以经济人思想为核心 , 建构了各自的经济学思想

体系。但是 , 他们往往只是看到经济人假设中孜

孜求利的一面 , 而没有看到斯密经济人假设中的

伦理因素和辩证法智慧 , 由此导致经济学出现了

严重的 “贫困化 ” 现象。幸运的是 , 在经济学

家阿马蒂亚 森的影响下 , 现在经济学开始重新

与伦理学融合 , 经济人假设也开始向斯密的古典

模型复归。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必须全面认

识经济人假设的发展历程 , 深入考察人性中利己

与利他之间的动态转换条件 , 这样才能实现个人

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一致。

一 、亚当 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内涵

对于经济人概念 , 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完整

科学的定义 。但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 , “经济

人 ” 假设这一基础性范畴的产生和出现源于亚

当 斯密 。因为他在 《国富论》中 , 把每一个

人对自利的追求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

力:一切商品交换都是由参与者的自利动机推动

的 , 每一个人都是按照最有利于自己和最可行的

方式来选择职业参与分工的 , “看不见的手” 所

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也是由

每一个人的自利动机造成的 , 并由此形成整个社

会经济运行的和谐秩序。概括来说 , 斯密的经济

人假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关于人类利己

性的论证 , 二是关于利己和利他之间的转化机制

——— “看不见的手” 的哲学表述。

在斯密那里 , “经济人 ” 就是指每一个人的

行为都是理性的 、追求自利的。 “我们每天所需

的食料和饮料 , 不是出自屠户 、酿酒家或烙面师

的恩惠 , 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我们不说唤

起他们利他心的话 , 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

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 , 而说对他们有利。”
[ 1] 14
这

表明 , 人们的社会活动 , 相互交换和交往 , 都主

要地是出于他们对自利的追求;我们不仅要明确

意识到自己的自利倾向 , 而且要承认他人自利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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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合理性并利用他人的自利倾向实现自己的目

的 。由此可见 , 求利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是既定的

客观事实。

经济人假设的另一层含义体现在斯密对

“看不见的手 ” 这一哲学隐喻的论述中 。斯密认

为 , 经济人在 “看不见的手 ” 的指引下 , 追求

自利的行为客观上会促成社会利益的产生。 “确

实 , 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 , 也不知道

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 。 ……他所

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 , 像在其

他许多场合一样 , 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

导 , 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

的 。 ……他追求自己的利益 , 往往使他能比在真

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

益 。”
[ 1] 27
这一段话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机

制 。因为在斯密的眼中 , 经济活动的动机与效

果 、利己与利他 、手段与目的是互相统一 、协调

一致的 。在以交换为纽带的社会整体中 , 任何人

同时既是目的 , 又是手段;追求自己的目的必须

以利他为手段 , 他人追求私利时又以我们为手

段 。在这种辩证思维下 , 个人追逐自己利益的活

动必然导致社会公共利益的不断增加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中 , 个

人并非是不受道德约束 、 唯利是图 、 精明自私的

“单面人 ”, 而是奉行道德规范 , 富有同情心和

正义感的 “双面人”。在斯密的另一部更为宏大

的著作 《道德情操论》中 , 他对人类本性中的

同情心和正义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一方面 , 斯

密把同情作为一种设身处地的想像力 , 把自己放

在他人的立场上来看待自己 , 以此来说明 、描绘

人们的道德情感过程。通过这一情感认同过程 ,

人们对他人的行为或情感给予肯定或否定 、赞同

或反对的某种评价 , 并以此引导自己的行动方

向 。另一方面 , 斯密把正义当作经济伦理的底线

屏障 , 正义不同于仁慈 , 它由社会所规定 , 对个

人具有强制性 , “对它的尊奉并不取决于我们自

己的意志和自由 , 它可以用法律权威来取得和实

现 , 谁违背它就会招致愤恨 , 从而受到惩罚。这

种美德就是正义 , 违背它就是伤害 ”
[ 2] 97-98

。并

且 , 斯密对正义的说明是和法律联系在一起的 ,

在他的思想中 , 法律是保障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

最高正义规则 , “最神圣的正义法律就是保护我

们邻居的生活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其次是那些保

护个人财产和所有权的法律;最后是那些保护所

谓个人权利或别人允诺归还他的东西的法

律 ”
[ 2] 103

。这些思想在 《国富论》第五篇 《论君

主和国家的收入》中同样有着具体的体现 。由

此可见 , 在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中 , 他并非仅把目

光盯在个人私利之上 , 而是在道德规范和正义法

则的约束之下 , 把个人的逐利活动与个人之利 、

他人之利 、 社会之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斯密是

具有深厚伦理关怀的一位经济学大师。为了清晰

地表明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 , 我们作简要的示意

图如下 。

图 1　亚当 斯密经济人假设中利己与利他的

动态转换模型

二 、 后继者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误解及其缺陷

亚当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思想是深邃的 , 内

在张力是强盛的 。但由于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的

变化 , 他的后继者对经济人假设的界说开始逐渐

脱离原创者的固有思路 , 功利化 、 理性化 、程式

化逐渐成为经济人的唯一特色 , 经济人假设越来

越远离其原来的伦理意蕴 , 经济学也呈现出一种

“贫困化” 的趋势 。

亚当 斯密逝世十余年之后 , 法国的经济思

想家萨伊出版了 《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一

书 , 他在此书中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新的理解和

界说 , 他认为 , “利己主义是最好的教师 ”
[ 3] 196

,

“在一切情况下 , 个人利害关系总是牺牲的程度

以及可望获得补偿的最好衡量 ”
[ 3] 158

。这里值得

注意的是 , 亚当 斯密在看待经济人利己过程时

有两个向度 , 其中就包含个人和他人两个方面 ,

但在萨伊的论述中 , 则露出凸显和强调个人 、 忽

略或轻视他人的苗头 , 此为经济人假设走向片面

性的开始。

在经济人假设思想的发展史上 , 1836年是

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 , 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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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了 《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西尼尔在该书

中说 , 政治经济学具有第一位重要意义的命题是

“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

富 ”
[ 4] 46

。此命题成立的根据是 “金钱似乎是共

同期求的唯一目标 , ……一个人只要有了钱 , 就

可以随其所好地满足他的种种奢好和虚荣 , 就可

以使他游惰度日 , 就可以发挥他急公好义的精

神 , 或施行他私人间的恩惠 , 就可以千方百计地

求得肉体上的快乐 , 避免肉体的劳苦 , 就可以用

更大的代价求得精神上的愉快”
[ 4] 47-48

。西尼尔还

自信地说 , “这一命题政治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

就和万有引力在物理学中的地位一样 , 离开这一

基本事实 , 推理便无法进行”
[ 4] 49

。

表面上看 , 西尼尔忠实地继承了亚当 斯密

的经济人假设思想 , 并且把这一思想拔高为政治

经济学的第一原理 , 实际上 , 这是对亚当 斯密

的经济人思想的粗暴歪曲
[ 5] 213

。因为 ,在亚当 

斯密那里 ,经济人假设思想的核心是社会关系 ,

是逐利者与他人 、 社会和国家的经济利益关系。

而到了西尼尔这里 , 经济人思想的核心变成了逐

利者与个人生活的关系 , 经济生活中的个人成了

边沁意义上闪电似的 “痛苦和快乐 ” 的计算者 ,

成了唯利是图 、 追求金钱 、奢好和虚荣的奴隶 ,

经济人假设思想的片面化 、庸俗化由此起步。

在新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马歇尔那里 , 经济

人假设思想在肯定古典学派的基础上 , 不断完善

并力图实现精确化。马歇尔认为 , “经济学研究

人在日常生活事物中的活动 、 思考等行为 , 但主

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最有力 、 最持久地影

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 ”
[ 6]
, 不过 , 这个动机是

由 “一定数额的货币引起的 ”
[ 6]
。马歇尔对此津

津乐道 , “正像化学家的精确天平使化学比其他

大多数自然科学都更精确一样 , 经济学家的这种

货币天平现在还很粗糙 、 不完善 , 但也使得经济

学比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更精确 ”
[ 6]
。由此

可见 , 在马歇尔的眼中 , 普遍而言 , 影响人类行

为的最有力 、最坚决的动机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动

机 , 具体来说是追求工资 、利润 , 追求一定数量

货币额的动机。为了经济分析的精确化和定量

化 , 人类行为中情感和肉体上的快乐和痛苦的程

度 , 只能留给其他社会学科去研究了 。在这里 ,

亚当 斯密的经济人思想中的人际关系内容不见

了 , 道德约束解除了 , 剩下的只是逐利。

经济学的数学化和模型化在边际学派和数理

学派那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边际学派的创始

人杰文斯 、 门格尔等人提出了边际效用递减规

律 、生产要素定价理论
[ 7] 172-177

, 后继者埃奇沃

斯 、克拉克用无差异曲线和边际生产力概念来分

析消费者选择行为和要素分配理论
[ 7] 188-195

。数

理经济学家瓦尔拉斯 、希克斯等人更是明确追求

经济学的数学化和公式化 , 力图用数学模型来解

释所有的经济现象。瓦尔拉斯在 《纯粹政治经

济学纲要》一书中提出了一般均衡模型 , 用解

方程组的方法来证明市场经济中所有的价格和生

产数量能调整到相互协调的水平
[ 7] 257

。希克斯不

但用无差异曲线 、预算约束线等数学工具来解释

经济人的消费选择行为 , 还用等成本 -等产量线

等线性规划的方法来解决两种变动要素的最优组

合问题
[ 7] 266

。可以说 , 在他们那里 , 人们的购

买 、消费和生产行为完全是着眼于自身效用的满

足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 根本无暇顾及经济人假

设中的道德因素 。于是 , 在斯密之后经济学的发

展历程中 , 伦理的因素和伦理的考虑便被置于经

济学领域之外 , “经济人 ” 假设便开始越来越偏

离其古典的轨道 。

三 、 阿马蒂亚 森对经济人假设的古典复归

对于 19世纪到 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中经济

人假设越来越偏离其伦理轨道而凸显其求利之心

的原因 , 马克思曾经有过深刻的论述。工业革命

和新大陆的发现 , “给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

活动场所”, 市场需求不断扩大 , 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在排除了经济发展的一

切障碍后 , 作为经济人典型的资本家便暴露出其

贪婪的本性 , 表现出孜孜求利的狂热心态 。资本

家逐利之心恶性膨胀 , 完全撕开一切面具 , 抛弃

自己曾执着追求的道德规范 , 这在资本主义发展

过程中具有普遍性和内在必然性。
[ 8]
对此 , 马克

思曾明确指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

地主的面貌 , 不过这里涉及的人 , 只是经济范畴

的人格化 , 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

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

然史的过程 。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

系 , 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
[ 9]

在马克思看来 , 社会的经济形态发展具有其内在

的规律 , 斯密之后经济人假设对原先道德伦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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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正是现实生活中资产阶级私欲膨胀的反映。

那么 , 在历史发展到 21世纪初期 , 资本主义经

济得到空前的发展 , 但贫困和不安依然困扰着我

们的今天 , 经济学科 、经济人假设又该朝着哪条

道路走下去呢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 印度经济

学家阿马蒂亚 森在 《以自由看待发展》、 《伦

理学与经济学》等著作中 , 倡导一种以自由为

最高价值标准的全新的发展观 , 重建经济学的伦

理层面 , 从而实现了经济人假设的古典复归。

森认为 , 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 , “对亚当 斯

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复杂性的曲解 , 以及

对他关于道德情操与行为伦理分析的忽视 , 恰好

与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所出现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

间的分离相吻合 ”
[ 10]

。亚当 斯密著作中关于经

济和社会的其他部分 , 包括斯密对社会悲惨现实

的关注 , 他所强调的同情心和伦理考虑在人类行

为中的作用 , 却全被人们忽略了 , 因为这些思想

“在现代经济学中已经变得不时髦了 ”
[ 10]

。所以 ,

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

离而造成的 。森呼吁 , 经济学应该通过更多地关

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方面 , 从而使自己变得更

有说服力和解释力。

关于经济人假设向古典复归的途径 , 森指

出 , 可以通过促进人类发展的五种最重要的工具

性自由来保证 。这五种自由分别是:政治自由 、

经济条件 、 社会机会 、 透明性担保和防御性保

护
[ 11] 8-12

。其中 , 政治自由广义上是指人们的选

举自由 、监督自由 、 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等各项

政治权益。其次 , 经济条件是指个人享有的将其

经济资源运用于生产 、消费或交换的机会 。我们

知道 , 市场机制提供了各种资源自由组合的最好

机会 , 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多半是发育不全

的 , 其中就有许多严重损害经济运作的限制条

件 , 诸如市场交易的基础设施不健全 , 缺乏产权

界定和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 , 利益集团能够利用

垄断优势牟取暴利等 。所以 , 以公共行动创造条

件 , 使得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良好发挥 , 就成为

经济人假设复归过程中关注自由公正等伦理因素

的重要一环 。再次 , 社会机会是指教育 、 保健等

方面的社会安排 。无可否认 , 均等的教育机会 、

便利的医疗条件是影响个人享受更好生活的一项

重要的实质性自由。然后 , 透明性担保也是经济

社会良性运作的基础性条件 , 它是指人们在社会

交往中所需要的信用体系 , 它取决于交往过程的

公开性和信息发布的准确性。森强调 , 自由市场

机制 , 或说是资本主义制度 , 经常被理解为建立

在纯粹的个人私利基础之上 , 实际上 , 资本主义

经济的有效运转取决于一个强有力的价值规范体

系 , 坚实的法制基础和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 , 这

是其发挥功能的保证 。最后 , 防御性保障是为那

些遭受天灾人祸或其他突发性困难的人 、 收入在

贫困线以下的人 , 以及年老 、 残疾的人 , 提供扶

持的社会安全网 , 即社会保障体系 。在发展中国

家 , 建立防御性保障体系是实现人们实质性自由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为了更清晰地阐述森关于经济人假设向古典

复归的途径问题 , 我们作图如下 (图 2), 以和

斯密的经济人 “利己利他的动态转化模型 ” 形

成对照 。

图 2　阿马蒂亚 森经济人假设向古典复归的途径模型

四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经济人假设复归的途径

改革开放后 , 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始全面影响

中国 , 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全盘照搬 、信奉市场万

能的教条化倾向 , 自利经济人假设曾被一些人奉

为圭臬 、到处宣扬 , 斯密古典经济人假设中的伦

理因素被完全忽略。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 “腐

败有益论”、 “富人原罪论”、 “金钱万能论” 甚

嚣尘上 , 经济秩序出现混乱 , 诚信危机 、 环境污

染 、犯罪激增 、 社会失衡现象严重 。这说明 , 在

体制转轨时期 , 一味强调西方经济人假设中的自

利动机 , 不关注经济人内涵中的伦理意蕴 , 只会

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社会运行的失序。

2006年 10月 , 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作

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会议指出 ,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

的 , 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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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主要表现在:“城乡 、 区域 、 经济社会发展

很不平衡 , 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 、社会

保障 、 收入分配 、 教育 、 医疗 、 住房 、 安全生

产 、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

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 , 民主法制还不健

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 、 道德失范 , 一些领

导干部的素质 、 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

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

重 。”
[ 12]
面对这些林林总总的经济社会问题 , 我

们必须从经济人假设的科学内涵出发 , 实现经济

人假设的古典复归 , 不断追求社会的公平和正

义 , 以此来实现人的 “实质性自由 ”。具体来

说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 , 实现经济人

假设的古典复归 , 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

工作:

(一 )从提高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角度出

发 , 需要重塑具有合法追求自我利益动机的

“经济人 ”。

市场经济讲求效率 , 要在既定的资源约束下

实现产出的最大化 , 而孜孜求利的经济人便是市

场机制高效运转的发动机 。在古典经济学家的理

论中 , 劳动和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两大支柱 , 劳动

技能的培养和能量的充分发挥更是经济增长的不

竭源泉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 种

种不和谐问题的解决更是要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快

速发展 。因此 , 重塑具有合法追求自我利益动机

的 “经济人 ”, 给予人们自由参与生产 、 消费或

交换的经济条件 , 市场经济才能实现高效运行 ,

经济总量才能实现不断增长 , 不和谐因素才能在

发展中得到化解 。

(二 )从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的角度出

发 , 需要重塑具有社会公正和法制意识的 “经

济人”。

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

是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二是市场竞争的交易秩

序;三是市场竞争的法治秩序;四是市场竞争的

道德秩序。它们分别回答了谁在竞争 、 怎样竞

争 、法制竞争 、 诚信竞争的问题
[ 13]
。从这个定

义可以看出 , 要使市场经济良性运转 , 发挥在资

源配置中的高效作用 , 就必须重塑具有社会公正

和法制意识的 “经济人 ”。孜孜求利的经济人不

仅是经济市场的参与主体 , 而且按照公共选择学

派的观点 , 也是政治市场的参与主体 , 官员及选

民的政治行为也有其自身的利益目标。不加约束

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 缺乏规制的竞争也必然导

致无序 。所以 ,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发展

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 我们必须健全法制体系 , 改

革政治体制 , 提供透明性担保 , 加强市场监管和

产权保护 , 这对从外部条件上约束经济人的求利

行为 , 保障其他市场参与者的权益具有重要作

用 。

(三)从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角度出发 , 需

要重塑具有同情心和仁爱精神的 “经济人 ”。

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指特定社会的

经济 、 政治 、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几个大系统之

间 , 以及各个系统内不同部分 、不同层次之间的

相互促进状态 , 社会障碍 、失调等因素被控制在

最小的限度和最小的范围之内
[ 14]

。而实现社会

良性运行的重要一环就是构建防御性保障体系 ,

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 , 提供参与公

平竞争的社会机会。这就需要我们重塑具有同情

心和仁爱精神的经济人。斯密把同情作为一种设

身处地的想像能力 , 以此来说明 、 描绘人的道德

情感过程。他认为同情他人或人们之间的相互同

情会给人带来情感上的愉悦。这一点在 《国富

论》中的体现就是 , 尽管斯密反政府压制和限

制贸易的活动 , 但他并不反对政府采取一些帮助

穷人的措施;斯密与马尔萨斯不同 , 他并不反对

《济贫法》。因此 , 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过程中 , 需要重塑具有同情心和仁爱精神的

经济人 , 贯彻公正和平等的理念 , 使经济主体

(包括政府)关注弱势群体 , 关心社会公平 , 为

农村人口 、 贫困人口 、年老伤残人口提供基本的

生活保障 , 为其提供基本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只

有这样 , 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协调运行。

(四)从促进微观经济组织和谐的角度出

发 , 需要重塑具有社会责任心的 “经济人 ”。

社会和谐不仅包括宏观经济层面的和谐 , 也

包括微观经济层面的和谐 。各类微观经济单位 ,

包括企业 、 公司 、 行政机关 、 事业单位 、 社区 、

村落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主体。微

观层面要实现和谐 , 就必须处理劳方与资方的关

系 、经理与员工的关系 、 领导与下属的关系 、 政

府与民众的关系等各类利益关系。而要保证这些

利益关系的协调 , 缺乏责任心的 “经济人 ” 是

不行的 。因为经济行为主体只有从内省和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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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出发 ,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 关心雇员 、关心

下属 、 关心民众 、关心社区 , 在孜孜求利 , 获取

自我利益的同时 , 不忘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 , 实

行互惠性交易 , 整个社会才能最终实现互利共

赢 、和谐发展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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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of Econom ic Person Hypothe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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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 r the con tro lo f certainmoral e th ics and law , the econom ic pe rson pursues h is bene fit and

carries out o thers at the same tim e, which w asAdam Sm ith's percep tion. The successo rs of Sm ithmade the hy-
pothesis of econom ic pe rsonmo re andmore u tilitarian, reasonab le and fo rmal, so the hypo thesis loses its orig i-
nal ethics idea. India econom ist, Amartya Sen initiates a new kind o f deve lopment v iew wh ich takes freedom

as its highest value, so he achieves the re turn for an econom ic person back to classica l econom ics. Based on

th is, we shou ld set up to foster the econom ic persons w ith four kinds o fmo ra l qua lity w hen we construct the
harmonious socie ty.

Key words:hypo thesis of econom ic person;re turn;ha rmonious socie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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