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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文化对于我国历史上的商业经营活

动有着深远的影响，其被广泛地运用于商业经营

领域，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文化传统。深入

挖掘儒商文化传统，探讨其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借

鉴价值，可以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经营理念，保障企

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大的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儒商研究热潮

目前，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商业领域假

冒伪劣、坑蒙拐骗的欺诈之风日盛，损人利己、尔

虞我诈的不正当竞争时常发生，极大地破坏了市

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在社会商业道德普遍滑坡，

商业诚信崩溃的情况下，儒商引起了人们的高度

关注。中国历史上的儒商文化，成为人们医治当

今社会商业道德沉沦弊病的一剂良药。电视连续

剧《儒商》和同名长篇小说同期推出，风靡一时，以

致“儒商”成了一个新潮的社会名词，一些语言学

专家提出将“儒商”作为一个新词条收入汉语辞典

中去。特别是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热播，更加引

起了人们对儒商文化的广泛探讨。
近年来，“儒商”研究已为学界和商界所重视，

且呈发展之势，“国际儒商学会”“国际儒商文学研

讨会”的成立和多次举办就是一个重要标志。“湖

南省儒商学会”于 2002 年 12 月 25 日成立，同时

还成立了“湖湘儒商俱乐部”，2004 年 5 月由国际

儒学联合会与中国实学研究会在北京主办了“儒

学与儒商学术研讨会”，2006 年浙江大学成立了儒

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第六届国际儒商大会又

于 2008 年 5 月在扬州成功召开。不但海内外成

立了不少儒商研究机构，召开了多次儒商学术研

讨会，而且关于“儒商”的研究论著日益增多，如宫

达非等主编的《儒商读本》，潘亚暾等主编的《儒商

文丛》，鲍建强、蒋晓东著《儒商之道》、朱钟颐著

《中国近现代儒商研究》等。社会各界有关人士还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宣扬儒商文化传统，

建立了中国儒商网( www． china． rushang． com) 、儒

商客栈网( www． xhtang． com) ，全方位、多角度地展

示成功儒商的魅力风采及其所倡导的企业经营理

念。

二、儒商文化传统的基本内容

( 一) 儒商的内涵界定

儒商其实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春秋时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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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的宽松学术氛围下，孔子提出了一整套

系统的思想主张，开创了儒家学派，对人们的思想

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春秋后期和

战国时代，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商品交换日益频

繁。在儒家思 想 文 化 的 熏 陶 和 培 育 下，“儒”与

“商”开始相互融合，“崇尚道德”、以“仁义礼智

信”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思想开始被运用于商业经

营活动之中，从而出现了一批具有儒家传统伦理

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的著名商人，例如，子贡、范

蠡等。他们的商业经营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溶入

了儒家思想，能够周急济贫，具有仁、信的商业道

德，强调商德乃“万利之本”。至晚明时期，随着商

品经济进一步的大发展，经商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在社会各阶层中掀起了一股经商的浪潮。在这股

经商之风的影响和冲击下，一些读书人纷纷“舍儒

就商”“以儒服贾”，投身于商品经济大潮之中，

“贾儒结合，文与商交融”。商人更是深受儒家思

想的影响，并将儒家思想运用到商业经营活动之

中，主张诚诺忠厚、童叟无欺，提倡“不二价，不欺

人，有误增直以易而去，立追还之”。那些“弃儒就

贾”或“商而学儒”的商人，被称为“儒贾”，也就是

“儒商”。此时，儒商这一称呼开始正式出现，并日

益风行
［1］。

总之，所谓儒商，就是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

影响，认可和尊奉儒家思想，并运用儒家思想指导

商业经营活动的商人。
( 二) 儒商文化传统的基本内容

儒商在其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具有儒家伦理文化特色的商业文化传

统。这种儒商文化传统是儒家思想，尤其是其伦

理价值观念和商业经营活动相结合的产物。
具体说来，儒与商相结合的儒商文化传统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义”“信”为根的经营道德。儒商非常

注重自我内在的道德自律，自觉信守一系列商业

道德准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义”与“信”。
重义是儒家思想的本质规定之一，也是儒商

思想的重要特征
［2］。儒商也重利，但认为不能把

利绝对化，应当讲利而不忘义，提倡“见利思义”
“义然后取”，强调以义驭利，同时不把利作为唯一

目的，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超越利而行义，可以去利

怀义，以利成义。儒商的重义精神可能暂时有损

于利，但义而取信，又可带来更大更长远的获利机

会，即“义以生利”。
与义相联系的儒商另一重要道德规范就是

“信”。儒家提出了“讲信修睦”的口号，把“信”当

作立人之本，认为“无信不立”，在人与人的交往中

要讲信义，做到以诚相见、言而有信。儒商不只是

把“信”作为谋利的条件，同时把信看作是一种精

神信仰和哲学，用来指导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不

因一时一地的得失而失信，甚至可以为守信而牺

牲暂时的利益。“诚信为本”成为儒商一种基本的

传统经营理念，是儒商获取商业经营成功的一大

秘诀。
第二，“以人为本”的经营观念。儒商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超越单纯地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注重

以人为本去进行经营，强调通过充分发挥人的积

极主动性去获得商业活动的成功。这种以人为本

的经营思想是儒家以人为中心去认识处理问题，

注重推己及人、推物及人的思想在商业活动中的

运用。以人为本是儒商文化传统中最具特色之

处，也是其取得成功的一个根本条件。它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立足于人去经营。他们认为

经营虽然离不开金钱资本，但其根本还在于人，人

是企业经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经营中把人当

作获取事业成功的最大的和最有价值的资本，尊

重人的价值，重视选择人、造就人、发挥人的能动

作用; 二是提倡人情式经营，主张把人当作主体来

对待，通过尊重人、爱护人去获取回报、赚取利润，

而反对仅仅把人当作最有价值的资本，甚至不择

手段地剥削压榨和巧取豪夺。
第三，“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儒商文化传

统一贯主张从纯商业经营的思维定势中跳出来，

不能把获利作为商业活动的根本或唯一目的，而

提倡树立“经世济民”的理想和目标，把自觉地忠

于国家、服务于社会作为商业经营的出发点和最

终目的，把经商谋利与经世济民有机地结合起来，

把商业活动当作利国利民的“仁术”，从小事做起，

从一点一滴做起，时刻不忘用爱心和实际行动关

怀社会、回报社会，致力于“公益化的经营”，从而

通过世俗的经商谋利来达到超越性的经世济民的

理想目的，借财富与金钱来实现自己人生的功名。
这种“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表现了儒商一种崇

高的价值取向和超越于一般商人的精神境界，为

中国历代儒商所遵从，成为儒商的一种文化传统。
第四，敬业乐群的职业精神。儒商思想传统

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事业功名意识和自强不息的进

取精神。它提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

“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儒商这种积

极进取的文化传统体现在商业活动中就是儒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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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精神。儒商力求在商业经营中通过各种途径

培育和发扬敬业精神，强调要勤勤恳恳、兢兢业

业，始终保持有一种刚健有为、勤奋进取的精神和

坚忍不拔的毅力，不断地开拓创新、奋进不息，在

不断拓新中发展自己的事业。
儒商职业精神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乐群精

神，即团体主义精神。儒商在商业活动中重视群

体的价值和利益，注重统一与合作，强调大力发扬

团体主义精神，形成一个互相信任、高效协作的团

队，依靠群体力量去参与商业竞争。
第五，“和为贵”的经营态度和策略。“和”是

儒家处理各种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方法。儒商

把“和”的方法运用于商业活动之中，注重和谐经

营，和气生财。“和”的经营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

层面上。一是注重不同经营者之间的互利合作，

寻找共同的生财之点，所谓“有钱大家赚”，而不提

倡你死我活，相互吞并。二是注重内部人际和谐，

淡化内部消耗性竞争，注重上下沟通。三是注重

对顾客的和气态度，不巧取豪夺、欺行霸市，提倡

让利于民，方便顾客，诚恳相待，和气生财。

三、儒商文化对现代企业经营的价值

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儒商文化传统曾极大地

推动了中国传统商业经营的健康发展。
例如，晋商曾经在中国商业的历史舞台上驰

骋纵横 500 年多年，一度掌握着全国的金融命脉，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商帮，靠得就是“诚信”经

营理念。又如，中药老字号同仁堂，至今已存在了

300 多年。同仁堂之所以长盛不衰，并不断发展壮

大，其秘诀就是一直坚守“德、诚、信”的经营理念，

以为百姓制好药为本分，一以贯之地坚持诚信为

本的药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

不敢减物力”，是同仁堂几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堂

训。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社会形势的不断变

化，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者清楚地认识到，儒商文

化传统对于企业经营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价

值。许多信奉儒商文化传统的现代儒商企业家，

运用儒商文化指导企业经营活动，获得了极大的

成功。
例如，日本的爱华路多株式会社是一个以百

货为主，年营业额达亿日元的企业，该会社的经营

信条就是:“通过履行公正之商道，以实践向社会

作奉献”“人生就是奉献，商道即人道”，这正是儒

商“经世济民”文化传统的最好体现。日本企业家

吉田忠雄先生初创公司时只有 3 名员工，而现在

已发展到活跃于五大洲、年销售量为 25 亿元的国

际知名企业，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奉行先义后利、
义以生利的儒商经营之道，相信只有坚持把利益

施于人，才能将利益回归自己: “不为别人的利益

着想，就不会有自己的繁荣。”香港星光印刷集团

主席林光儒先生认为星光集团的成功，全靠“星光

精神”即“诚、爱、勤、敏”四字。香港首富李嘉诚在

做生意时，一直坚守诚信的原则，他曾指出:“有些

生意，给多少钱我都不赚……已经知道是对人有

害，就算社会容许做，我也不做”“如果单为赚钱而

损害名誉，我不做。”霍英东、邵逸夫、李嘉诚等一

些著名的企业家都在经营赚钱之后，捐献出巨资

用于社会教育和公益事业，以达成自己造福家乡、
服务社会的人生理想。

现代儒商企业家取得经营成功的事实，充分

说明了儒商文化传统对现代企业经营仍然具有其

行之有效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价值。一般说

来，其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提供一种交易保障机制。企业通过市

场所进行的交易活动纷繁复杂，国家难以制定一

套系统完备的法律，对其进行全面的规范。在法

律这种正式制度缺乏的条件下，企业经营者不得

不充分利用“三缘”( 地缘、血缘、亲缘) 关系为纽

带的非正式制度资源，来从事人格化交易活动。
此时，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市

场交易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儒商文化

传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为企业经营活动提供一种

人格化交易保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费

用，维持企业市场交换的正常秩序，保障其顺利进

行。
其次，确定企业合理经营目标。许多企业往

往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的唯一目标，并以

此考核企业经营者的业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

经营者面对瞬间万变的市场行情动态，常常处于

精神的高度紧张状态，甚至为了增加企业的利润

而唯利是图、坑蒙拐骗。儒商思想所提倡的先义

后利、义以生利的求财之道及经世济民的商业理

想，可以给企业注入一针精神清醒剂，在一定程度

上转换企业的价值追求，将企业经营从追求利润

最大化的利欲“魔圈”中解脱出来，从而确立企业

经营目标的合理维度。
此外，培育企业良性经营环境。儒商的诚信

经营理念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也

会为企业经营者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带来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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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业机会，促进企业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儒

商的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则提高了企业经营活动

的目的性，强化了其内在动力，同时也弘扬了一种

祟高的商业理想，净化了市场交易的风气，提高了

企业经营者的社会声誉，从而为进一步开展企业

经营活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条件。
相反，如果儒商文化传统失落，企业经营者放

弃了先义后利、诚实守信等经营理念，就会导致市

场上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从而严重扰乱市场交

易的秩序，妨碍正常企业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甚

至给企业造成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就拿“三鹿

奶粉事件”来说，偌大一个著名的三鹿企业集团，

却因贪图蝇头小利，把有毒的三聚氰胺注入到婴

儿奶粉中，结果被三聚氰胺一下子打倒在地，可谓

利欲熏心搞垮了企业。再如完达山问题注射液、
山西太行药业茵栀黄注射液致死事件等等，使得

如日中天的企业瞬间陷入困顿。
由此可见，儒商文化传统所强调的重诚守信、

先义后利等经营理念，将可以促使人们在现代企

业经营中去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谋利与守义、个人

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从而强化企业经营的内

在动力，为企业赢得良好的社会信誉，最终获得更

多的商业机会和更好的经营条件，进一步提升企

业的经营绩效。总之，儒商文化传统对于现代企

业经营有着极其重大的借鉴价值，它可以而且应

该成为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现代企业经营对儒商文化的借鉴

( 一) 积极肯定和继承儒商文化的合理因素

目前，企业经营活动出现了道德滑坡、信仰危

机等一系列问题，极大地扰乱了企业经营活动的

正常进行。在此情况下，现代企业经营应该积极

肯定和继承儒商文化传统的合理因素。
1． 儒商“重诚守信”的行为规范应成为现代企

业基本的经营准则。诚信不但是立身社会、为人

处世的基本原则，而且成为经商之通理，“诚者天

之道也，诚者人之道也，诚者商之道也”。诚信直

接关系到一个企业的企业形象和顾客占有率，“诚

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而这些又与企业的经营

业绩和效益直接相关。讲求信用，注重信誉，是企

业经营获得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
［3］。缺乏诚信的

企业只能逞一时之快，却难以长久。实践证明，现

代企业只有以诚信为导向，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最

终实现预期的经营目标。正因为诚信有如此的

“妙用”，所以被称为“商业的灵魂”。由此可见，

儒商诚信为本、重诚守信的文化传统，与企业经营

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是企业经营成功的一个基

本法则，对企业经营具有重要的启导意义。企业

经营者要能够取得企业经营的成功，必须注意借

鉴儒商文化传统的诚信思想，大力倡导以“诚”为

“本”的理念，坚持进行诚信经营。
2． 儒商“先义后利”的求财之道应成为现代企

业盈利的基本原则。义利问题是在企业在经营过

程中始终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利润是企业自身

安身立命的根本，企业是不能不追求盈利的，然

而，对于如何求利，不同企业所采取的具体方式、
方法和途径却各不相同，其实际效果和最终影响

也有天壤之别。一些企业经营者能够坚持先义后

利的原则，做到“见利思义”，从而获得了持久丰厚

的利润。反之，一些企业唯利是图，为了眼前的蝇

头小利，不顾国家法律、法规，不讲社会道德，损人

利已、唯利是图，这种不义的行为最终损害了企业

的长远利益，甚至葬送了企业的发展前程。所以，

一个企业，为了维持它的生存与发展，就要正确地

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儒商先义后利

的求财之道告诉我们: 企业经营者不要把利润作

为企业管理的唯一目标和首要目标，而应当坚持

先义后利的经营理念，积极倡导“见利思义”“以义

取利”，把经营谋利与“博施济众”结合起来，并坚

决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不道德行为。
显然，儒商的先义后利观，有利于引导企业经营者

正确地去求利，促进其把利和义合理地结合起来，

谋利而不失义，循义以生利，以保证企业稳定健康

的发展。所以，儒商“先义后利”的求财之道，应该

是企业经营活动所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指导原

则。
3． 儒商“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应成为现代企

业经营的最终目标。虽然企业以利润为其安身立

命之根本，但追求利润不应是企业的唯一目标和

最终目标。现代企业评论家伊藤肇指出:“经营者

万万不能只以‘追求利润’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当

然，企业为了生存，非有利润不可; 但是，太偏执于

财利，见利忘义，到头来心智必被蒙蔽，终至被社

会、大众见弃，岂能不慎?”而“经世济民”的商业理

想，不但能够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和热爱，增强

其内部凝聚力，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促使企业的

蓬勃发展，而且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正确的导向

和有利的外部社会环境，保障企业经营取得成功。
所以，企业经营者必须将儒商“经世济民”的商业

理想作为现代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自觉地把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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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利润与促进国家经济兴旺发达、实现人民生活

富裕幸福联系起来，积极地致力于“公益化的经

营”。
4．“以人为本”的经营观念应成为现代商业经

营管理的根本理念。在一个企业中，人是最活跃、
最具潜力的第一要素，对于企业能否获取良好经

营效益起着决定性作用。现代企业经营者越来越

重视“人”，“以人为本”已成为其基本的指导思

想。松下公司总裁松下幸之助指出:“公司经营是

以人为中心而运作的，尽管组织重要，但这还是次

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特别

是，随着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回归，“以人为本”业

已成为当今广大企业经营者的口头禅。由此可

见，儒商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企业经营具有积极的

理论借鉴价值和极大的实践指导作用。现代企业

经营者应认真研究和借鉴儒商以人为本的经营观

念，积极地从中发掘有价值的东西，将其融汇应用

于现代企业经营之中，将人当作进行企业经营活

动的根本
［4］，大力提倡“人情味经营”，从而建立现

代的、科学的，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的人本经营模

式。这样既能人尽其用，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提高

其工作效率，又避免了人际关系的紧张，形成强大

的内在凝聚力，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发展。
5． 现代企业经营应继承和发扬儒商敬业乐群

的职业精神。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

的市场机制使得企业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企业

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巨大的压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最重要的

是团队协作能力的竞争。敬业精神则能够激励企

业战胜艰难险阻，经受住各种各样的考验，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企业生存和发

展的根本。而儒商文化传统包含一种吃苦耐劳、
自强不息的高度敬业精神和强调依靠群体力量参

与市场竞争的团队合作意识，是保障企业持久发

展的不竭动力和精神支柱，有利于激发和培养企

业经营者和员工的勤奋坚韧精神，增强企业内部

的凝聚力，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由此可见，儒商

“敬业乐群”的文化传统，对于现代企业经营仍具

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作用。所以，面对激烈

的市场竞争，现代企业经营必须充分继承和发扬

敬业乐群的职业精神，寻求其和现代企业经营的

契合点。
6． 坚持儒商“和为贵”的经营策略。企业管理

者与员工之间的和谐，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和谐，企

业与顾客之间的和谐，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

企业能够有效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提高经营效

益，实现预期目标的基本客观条件之一，为此，企

业应当积极地构建基于融洽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

环境。儒商“以和为贵”的经营策略，有利于企业

经营者之间互利合作、共谋生财之道，避免两败俱

伤式的恶性竞争，纠正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违法

败德行为，并淡化内部消耗性竞争，形成一种融洽

和谐的氛围，为企业经营的顺利进行打下坚实的

基础，促进企业持续、协调和快速的发展，保障企

业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而长盛不衰。因此，

儒商注重合作、追求和合共存的“贵和”理念，是企

业经营 一 项 不 容 忽 视、不 可 或 缺 的 基 本 指 导 原

则
［5］。现代商业经营者要想获得成功，必须注重

汲取和倡导儒商“和为贵”的经营策略，实行和谐

经营，在不同企业之间寻找共同生财点，做到互利

合作、和气生财，同时注重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

谐，以此来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
( 二) 高度警惕儒商文化传统的有害成分

儒商文化传统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经

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利的消极因

素。随着现代社会企业市场交易的日益频繁和进

一步扩大，儒商文化传统的缺陷日益显现。我们

在借鉴儒商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必须高度警惕其

有害成分。
1． 经营规范伦理化。儒商文化传统以儒家思

想为支撑点，主要倾向于通过道德规范来协调和

保障企业经营活动，具有较为浓厚的伦理色彩。
它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往往排斥契约和法制的

约束，使人们对企业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义务和权

利往往羞于以法律和契约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

容易产生经济利益纠纷。随着市场交易的日益扩

大化和复杂化，仅仅依靠儒商文化传统这种伦理

化的经营规范来协调企业经营活动，已经越来越

不适应了，构建健全的契约和法制关系就成为当

务之急。企业经营者应当尽可能地以协议契约和

法律的形式来规范企业经营活动，明确企业交易

双方必须履行的经济义务，并有效地保障其经济

权益得到实现。
2． 交易方式人格化。儒商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十分注重地缘、血缘、亲缘关系，基于对“三缘”关

系的认同，他们构建了以“三缘”为纽带的人格化

交易方式，并主要倾向于依靠这种人格化的交易

方式来维系企业交易活动，对人格化交易机制形

成很强的依赖。人格化的交易方式主要适用于熟

人社会，( 下转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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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现在正在研究建立消费者团体的损害赔偿诉

讼问题，关于制度具体内容的报告书已经形成，消

费者厅明年将向国会提交立法草案
［15］。我国的

消费者公益诉讼同样面临着建立这一诉权制度的

必要性，这将更加有利于消费者权益获得实质性

保护，因此，笔者认为，从现在起应当组织有关人

员进行相关立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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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难以在较广的范围内或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社会

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在企业经营对人格化交易机

制形成严重路径依赖的情况下，由于在新的企业

经营领域里往往缺乏人格化交易机制运行的条

件，不确定和由此带来的风险就非常大。这样，企

业经营常常只能局限于比较狭窄的范围，阻碍其

进一步拓展经营领域。
消除儒商文化传统不良影响的根本途径，就

是发展出一套无需以地缘、血缘、亲缘为纽带，而

以法律为基础，可向陌生人社会推广的非人格化

交易方式———契约交易，确立契约交易方式在企

业经营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在注重法律规范和确

立契约交易方式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借

鉴儒商文化传统的一些优秀成分，使其成为促进

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否则，

儒商文化传统将不可避免地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

诸多方面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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