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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集体主义道德的时代内涵

寿 韬

�浙江林学院
，
临安 �������

摘 要 市场经济的运行有 了不同于以往计划经济的规律性
，
集体主 义道德适应社

会主 义市场经济新情况
，
应该体现时代特征

。
具体来说一要抵制个人本位思想对道德

的影响
，
二要及时推动集体本位观的发展

。

个人本位的基础是私有制经济
，
它与个

人主义道德有内在联系
，
与市场经济无必然关 系

。

稿市场经济 虽然要求调整所有制

关 系
，
且经济行为趋向个性化

，
但仍 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为前提

，

道德上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不是经济利益个人化

。

集体本位的基础是公有制

经济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应集中体现个人意志中最本质的内容
，
使新的道德规范

成为人们最高的价位追求
，
为个人的 自由发展和个性普遍化提供精神动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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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行的新形式
，
并没有改变坚持集体主义道德的社会基础

。

但是
，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
经济运行确实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规律性

。

道德与经济的内在联系

决定了
。

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道德在具体内容上也要有相应的变化
，
以便推动人们的行为跟

上变化了的经济活动的要求
。
因此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弘扬集体主义必须在具体内容上发

展
，
及时赋予集体主义道德时代的内涵

。
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集体主义道

德的时代内涵
，
总体上表现在两个方面

�

它是抵制个人本位的
，
也是集体本位观的科学发展

。

� 关于个人本位的经济基础

个人本位的思想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而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
，
并以否定集体

主义为价值基础
。

抵制个人本位
，
就有必要弄清个人本位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

所谓个人本位即是指社会生活以个人为基础
，
一切活动从个人出发

，
并有利于个人的发

展
。

社会必须把维护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发展放在首位
。

个人既是社会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它

的归宿
。

因此
，
从根本上讲

，
个人本位蔑视社会的整体性

，
在它那里社会是每一个个人的战

场
，
人对人即是狼

。

与个人本位论相反
，
我们倡导的集体本位则坚持从集体主义原则出发去

规范和调节社会与个人的全面发展
。

它重视社会作为整体存在的意义
。

它的出发点是集体
，

归宿才是个人
。

个人本位在道德上与损公肥私
、

损人唯己
、

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思想言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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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内在的联系
，
它是个人主义的理论注释

。

个人本位并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理论
、

新观念
，

实质上它是资产阶级的

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论的翻版
。

资产阶级借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
使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

犯的思想成为主宰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核心精神
。

正是这种精神维系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延

续
。

个人本位论是支撑资本主义制度的灵魂
。

资本主义借助市场经济完善和巩固了个人本位的思想
。

但是
，
个人本位与市场经济模式

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

首先
，
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都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

，
并不反映社会经济制度的

本质
。

虽然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
，
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毕竟是两

个不同层次的范畴
，
因此不能把个人本位这种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特性的思想当作市场经

济的共性表现而加以认同
。

其次
，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需要对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作适当的调整

，
形成

新型的所有制关系
。

但是
，
这种调整的前提是促进市场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的要求

。
所以不管

新型的所有制关系是何种格局
，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要求不会变

。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

质特性只能引伸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

个人本位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
，
也即不

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
它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

出发点
。

再次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个人与企业必定舒展其所长

，
在广阔的市场中寻找最大利益

。

由此会突出经济行为的个性化倾向
，
但并不一定会增强经济利益的个人化

。

经济行为个性化

是促使社会产品和生产要素充分流动
，
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表现形式

。

不能把经济

行为个性化与经济利益个人化等同起来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个性化经济行为实现

的更多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
，

是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

因此经济行为个性化现象并不能说明市

场经济与个人本位有着内在联系
。

第四
，

个人本位与个人主义有着本质联系
。

个人主义的道德观也不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

市场经济在讲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
还讲公平竞争

，
按价值规律办事

。

公平竞争观念

的道德延伸与个人主义的唯利是图
、

不择手段谋取个人私利有着本质的区别
。

从价值规律并

不能引伸出个人本位
、

个人主义道德观念的合理性
。

不可否认
，
个人本位思想在我国现存经济条件下仍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经济体制逐步形成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
私有

、

个体
、

合资等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
，
多

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格局
。

这中间出现了私有性质的经济形式
，
那么从物质与精神的客观关

系看
，
反映与维护私有经济利益的思想便会是一个客观存在

，
它有可能助长个人主义的自发

性发展
。

近几年经济领域中犯罪现象的增多
，
个体

、

私营经济偷税漏税现象的普遍性
，
以及

社会生活中那些计划经济条件下曾经绝迹
，
现在又重现的丑恶现象

，
它们与非公有制性质经

济形式的存在不无联系
。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存在着客观矛盾
。

非公有制经济对

公有制的补充作用并不是自觉产生的
，
而是在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治

、

经济等手段的制约
、

调控下产生的
。

个人本位论把非公有制经济运行中的某些现象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

导现象
，
就弄错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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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本位观的发展

集体本位是东方民族的传统观念
，
是东方民族生活方式的一种思想结晶

。

这一思想有它

独特的
、

优秀的魅力
。

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
集体本位的思想也包含了许多消极的因素

，

从而有了与现代生活方式的不和谐音
。

社会主义条件下集体主义原则给了集体本位新的精神

内核
，
使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再一次闪烁迷人的道德光辉

。

今天集体主义与集体本位已经溶为

一体
，
讲集体本位不能脱离集体主义这个精神内核

，
弘扬集体主义也不能离开科学地发展集

体本位
。

发展集体本位的思想
，
首先应该科学地认识集体

。

集体不是简单地由部分人组成的联合

体
。

并非每一个团体都能冠以集体的名义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作为集体第一它必须建立在共

同的经济基础之上
，
并且这个集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和它的整体都能够对 自己懒以存在的这个

经济基础加以控制
。

所谓集体的一个最基本
、

最显著的特征即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

第二它

是个人意志的自由联合体
。

个人意志能否自由发展是区别集体真与假及其真实程度的一个重

要尺度
。
因此今天所倡导的集体本位早 已经不同于历史上以多数去否定少数

，
以团体去否定

个人的集体本位思想了
，
它重视共同的经济基础

，
重视由这个经济基础决定的个人对集体的

意义
，
重视个人的价值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
，
还使个人意志的发

展有了较其前更大的自由
，
个人的才能突出到了重要的位置

，
个人价值得到更充分的尊重

。

从这个方面讲
，
市场经济极大地推动了集体的进步

。

发展集体本位
，
正确协调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的关系是一个关键

。

它影响着集体主义道

德能否更多地体现在个人意志自觉地贯彻上
。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

个人意志本质上

是受社会
、

集体意志的制约的
。

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辩证地相统一
。

一方面以共性为特征的

集体意志集中和反映了以个性为特征的个人意志中本质的
、

最富有实质意义的部分， 另一方

面集体意志寓于个人意志之中
，
以个人意志的形式获得了自己存在的直接方式

。

当然生活中

由于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客观上的千差万别
，
个人意志有无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
从而使个

人意志与集体意志有了不统一的另一面
。

在生产力还不是十分发达的阶段
，
集体意志反映出

的只能是大多数人意志中最具本质意义的部分
。

它并不可能囊括每个人的意愿
，
更不可能代

表每个人的全部意愿
。

因此在市场经济件条下
，
发展集体本位

，
弘扬集体主义道德就应从现

有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活动形式出发
，
抓住个人意志中本质的内容 及时 地体 现在集体意志

中
，

诸如诚实待人
，
见义勇为等等当前最受群众欢迎的内容

，
就应该更好更充分地体现在集

体的意志中
，
从而使集体意志具有更大程度的普遍性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

发展集体本位还应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阶段
，
对集体本位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

来
。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不少人头脑中形成的大一统思想是根深蒂固的
，

现在仍有一些同

志在自己的工作中不顾条件强求一致
，
把个人与集体对立起来

，
只看到个人服从集体的一面

，

而无视集体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条件的另一面
。

这种思想偏离了对集体主义的正确认识
，
极易

在群众中
，
特别在青年中造成消极影响

，
引起逆反心理

。

这无形中会助长个人本位对道德的

侵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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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主义的时代特征

从发展集体本位思想和抵制个人本位的要求看
，
集体主义道德的时代特征主要应体现在

下列几个方面
。

一是它适应于新的经济体制发展的客观要求
。

具体来说
，
作为道德体系它既能适应公有

制为主体
、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样的经济格局
，
又能使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得到自觉的维护，

既能促使价值规律在经济领域得到普遍的遵循和运用
，
按价值规律办事

，
公平竞争成为最一

般的经济行为
，
又能使个人自觉维护集体利益

，
个体自觉维护整体利益

，
团结协作

，
互助共

进成为社会风尚
。

二是体现在它充分容纳并发展了新的价值观念
。

诸如关于人的价值的观念
，
物质利益的

观念
，
民主的观念

，
等等

，
都能在集体主义道德体系中体现出来

，
使新的道德规范成为我们

这个时代人们追求的最高价值
。

因此
，
要反对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

，
把个人物质

利益观念放在恰当的位置
。

三是体现在它充分尊重和保护个人在现今生产力条件下的正当物质利益和其他利益
。

改

革开放的着眼点是解放生产力
，

增强社会活力
。

它要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

平衡
，
包括突破原来平衡的利益关系

。

道德的着眼点一般来说是实现社会关系的稳定
，
而平

抑冲突
。

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仍然维护过去的利益关系
，
就落后于时代了

。

新道德体系应该

是追求保持改革开放活力前提下的平稳
。

价值规律承认物质利益原则
。

物质利益驱动事实上

是推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强大动力之一
。

对于个人物质利益的尊重和保护
，
是道德建设的

重要时代内容
。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不过是集体发展中的两个方面
。

集体利益在个人利益的

不断追求和实现过程中形成
。

集体利益作为我们生产的出发点也不能脱离个人利益
。

同时集

体利益又代表着个人利益的内容
、

水平和程度
。

不管何种条件下
，
具体利益享受的实际形式

只能是个人
。

四是体现在它有利于人们适应生产力条件的自由发展
，
有利于个性特征中具有普遍性的

成分不断扩大
。

自由在于对必然的不断认识和最终超越
。

自由发展的含义是人在物质和精神

上的全面发展
，
而不只是指在某一个方面的发展

。

诸如现阶段政治上的民主要求
，
经济上的

物质追求
，
文化上的受教育愿望

，
社会生活中人格尊严的维持等

，
都可以是人们自由发展的

具体要求
。

自由发展的过程与个性社会化有密切的关系
。

马克思主 义的创始人 认为
“
每一个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 ”
因此

，
个性特征中具有社会 普遍意 义的东西越

多
，

个人自由发展的外部限制越少
。

而个性特征中包含普遍意义的东西往往产生于普遍性的

生产和交往之中
。

市场经济为生产和交往的普遍性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

在市场经济的逐步发

展中
，
集体主义的道德所规范的行为应该是促进生产和交往的普遍性发展

。

具体来说
，
它应

该是推动民主渠道的畅通和商品生产更加广泛的精神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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