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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市 场 的 “ 无 形 之
手”自行调节经济运
行，又注重政府宏观
调控的“有形之手”
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干
预的市场经济模式，
同时发挥了“有效市
场”和“有为政府”
各自的比较优势。

在模式维度，坚
守和而不同，秉持兼
容并包。儒家经济圈
认同多元文化，主张
文 明 对 话 与 文 化 和
谐，具有宽容性、开
放性与协商性。圈内
国 家 / 地 区 普 遍 实 行
对外开放政策，其突
出优点是不排他，不
定于一尊，对于外来
先 进 科 技 、 文 化 样
态、发展模式和管理
经 验 有 巨 大 的 包 容
性。

在教育维度，弘
扬尊师重教，主张有

教无类。儒家经济圈
的经济奇迹，离不开
教育的普及和高素质
的劳动力。儒家经济
圈历来信奉“前人强
不如后人强”和“再
穷不能穷教育”。同
时，圈内经济体普遍
认 同 孔 子 “ 有 教 无
类”的思想，力求教
育公平，尽力为青年
学子提供相对平等的
受教育机会和条件。

在社会维度，倡
导“温良恭俭让”，
认 同 “ 家 国 同 构 ”
。“温良恭俭让”，
即 温 和 、 善 良 、 恭
敬、节俭、谦让。态
度平和、不极端、非
暴力、守规矩，为经
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奠
定了社会基础。由认
同“家国同构”而产
生的强大组织力、动
员力，可以转化为现

代工业化大生产中的
竞争力。

在决策者维度，
注重个人修为，推崇
精 英 主 政 。 儒 商 信
奉“修己以安人”“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 身 不 正 ， 虽 令 不
从”，管理者注重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和名利
观，培养良好的职业
操守，提高自身管理
素质，完善企业家人
格品质。儒商理念推
崇“义利合一”“士
魂商才”，将仁义、
人格、修养、情谊等
视为行为根底，力图
将 《 论 语 》 与 “ 算
盘”完美融为一体。

在劳动力维度，
甘于吃苦耐劳，崇尚
勤奋好学。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
说：“中国人的勤勉
与工作能力一向被认
为是无与伦比的。”
儒 家 思 想 教 化 、 熏

陶、培养了民众忍辱
负重、吃苦耐劳、务
实肯干的民族品格，
这些品格和现代大工
业生产非常契合。

儒家思想文化对
当代经济发展的价值

支撑儒家经济圈
整体性崛起的儒家思
想文化，对当代经济
发展和现代商业文明
新形态仍有着重要的
价值，本文主要谈两
个方面。

一是精神价值和
动力价值。儒学是“
内圣外王”之学。儒
学对推动现代经济发
展的重要价值，一方
面是儒家的“内圣”
之学可以为塑造经济
活动中的道德人格和
市场伦理提供精神滋
养；另一方面，儒家
的“外王”之学可以
经过阐释和转换，为
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此外，儒家经济
思想在儒家文化中占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 特 点 在 于 义 利 兼
顾，力求道德培育与
经济发展的统一。今
天，这种务实精神不
仅可以增进人们的市
场参与意识，还可以
成为东方经济发展的
动力，由此开创出一
条有别于西方资本主
义经济发展的新路。

二是文化价值和
伦理价值。儒家文化
能培育出具有东方特
色的企业文化和企业
伦理，主要体现在注
重人性化管理、强调
集体主义、提倡团队
精神、强调秩序和统
一、倡导整体思维、
强调社会责任和环境
价值等方面。

传统经济和商业
认为“利益驱动”是
商业运行的原动力。
现代新商业文明则应
转向现代商业的“价
值共创共享”，遵循
竞合、共生、共创、
共享、包容、普惠等
原则，整体性关切客
户价值、员工价值、
股东价值等各利益相
关者的利益。同时，
秉持节约优先、保护
优先、自然恢复为主
的原则，注重绿色、
低 碳 、 循 环 、 再 利
用，致力于永续经营
和可持续发展，共同
维护好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

国 际 大 变 局 需
要“东方智慧”

当下，世界正在

“泥沟青花布印染技艺”制作的孔子
画像亮相在山东省泰安市举办的“河
和之契：2021黄河流域、大运河沿
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展示周”活

动。吕妍 摄

徐飞：儒家经济圈
为何在全球“出圈”？(中)

台北市，台湾师范大学校园内树立
的孔子铜像和校训“诚正勤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