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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興，湖南長沙人，1963年 5月出生。1984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財金系，後在湖南財經

學院金融系任教。2009年在湖南師範大學獲得倫理學博士學位，師從王澤應教授。現任上

海浦東發展銀行長沙分行中小企業中心總經理。著有《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商業銀

行信貸風險管理中的內部利益沖突與倫理治理》、《釋「輕重」――兼論「輕重論」產生的

時代》、《論商業銀行對信貸客戶經理的激勵機制》等著作及論文。

提    要

經濟倫理思想的形成和出現比經濟倫理學學科的創立要早很多。在我國先秦以及西方

的古希臘已經有了後世所謂的經濟倫理思想。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經濟倫理學，需要

總結和發掘古代的經濟倫理思想。在中國古代經濟倫理思想的發展歷史上，漢代的《鹽鐵論》

是一部具有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意義的十分重要的著作。對《鹽鐵論》經濟倫理思想予以

系統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無疑有助於我們拓展中國經濟倫理思想的研究空間和領域，深

化對中國經濟倫理思想範疇和問題的研究層次，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經濟倫理學學科。

《鹽鐵論》實際上是西漢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與大夫、御史發言的整理。鹽鐵會議是

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次規模較大的關於國家大政方針的辯論會。由於鹽乃人人所必需，而

又不是人人所能自己生產，必須求之於市場的日常必須品，故鹽的生產和銷售很早就是一

種獲利優厚的商業經營。鹽以外最必需的就是鐵，因為鐵是製造一切生產工具和兵器的原

料。所以鹽鐵經營權成為鹽鐵會議所有爭論的核心內容。《鹽鐵論》既充分展示了當時上層

社會兩種不同的治國思路，也相當集中地體現了當時兩種對立的經濟發展觀。在理解何為

治國之本問題上，賢良、文學基本上持道德決定論的觀點，而大夫、御史則基本上持經濟

決定論的觀點；在對待如何發展經濟的問題上，賢良、文學持崇本抑末、以農貶商的觀點，

大夫、御史則持以末易本、以商通有的主張；在對待國家財富的管理和分配問題上，賢良、

文學持無政府主義的立場，而大夫、御史則持權威主義的立場，等。

鹽鐵會議既是經濟政策之爭，更是經濟倫理思想之爭。它不僅反映了西漢經濟思想爭

鳴的實際情況，折射出中國漢代經濟思想的哲學基礎，而且為漢代經濟思想提供了價值標

準和方法論，奠定了漢代經濟倫理思想的理論基礎。《鹽鐵論》記述和表達經濟倫理觀的對

立和爭論，本質上是當時社會經濟矛盾及其客觀要求的反映。當時的西漢王朝既要抵禦外

敵的侵擾，又要平抑諸侯的野心，還要滿足自身的消費，可謂是面臨著內外多重壓力。而

當時的經濟狀況和財政收入均不容樂觀，通過鹽鐵官營以增加收入便成為必然的選擇，由

此引起的爭論也是必然的。鹽鐵會議上，兩派圍繞著要否罷鹽鐵官營問題，形成了一系列



不同的觀點和主張。用今天的經濟倫理學觀點言之，即經濟的集權與分權、自由競爭與壟

斷經營以及功利論與道義論等問題。這正是國家經濟治理中棘手且充滿挑戰意味的難題，

也是經濟倫理學所不容回避的重大理論和現實課題。《鹽鐵論》的兩種經濟倫理觀，繼承並

發展了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的經濟倫理思想。相對來說，賢良、文學派更多地繼承了儒家的

經濟倫理學說，但也繼承了一些道家的經濟倫理思想。而大夫、御史派則較多地繼承了墨

家和法家特別是法家的經濟倫理思想。《鹽鐵論》所記述和表達的兩種治國理念、兩種經濟

倫理觀，既彙集春秋戰國儒、法諸家爭鳴之大成，又開啟了後漢歷代儒學內部經濟倫理爭

論的先河。

本文立足於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倫理學發展的大勢，堅持以發展著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為

指導，本著尊重歷史和「古為今用」的研究方針，對《鹽鐵論》經濟倫理思想作了系統深

入的研究，以為發掘傳統經濟倫理思想資源，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服務。本

文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歷史觀和倫理觀為基本視角，以唯物辯證法和邏輯與歷史相統一

的方法、及價值分析方法為基本的研究方法，著眼於傳統經濟倫理思想變遷的實質與特點，

採取史論結合的方法來研究《鹽鐵論》的主要經濟倫理問題，並對爭辯雙方的思想進行唯

物辯證的考察分析，力圖作出比較科學的評價總結。

本文共分為七章：第一章，介紹考察鹽鐵會議的歷史背景，分析鹽鐵會議的主要目的，

並對《鹽鐵論》其書及爭辯雙方的階級、文化背景作出必要的介紹說明。第二章分析指出

《鹽鐵論》的人性觀，並不是對先秦人性論的簡單復述，而是有選擇的利用，有目的

的發展；大夫、御史與賢良、文學人性之爭主要是關於人的本性是什麼，人的本性是否可

變。大夫、御史不但承認人性惡，而且理直氣壯地說人性惡並非是壞事；賢良、文學反對

人性自私論的觀點，認為自私的人與禽獸無異。大夫、御史認為人性不可改變，教育是無

用的；賢良、文學則認為人性可以改變，貪官是後天形成的。第三章分析指出貫穿於鹽鐵

會議始終的一個關乎全局的思想基調是雙方的義利之爭：賢良、文學的義利觀具有重義輕

利的特徵；大夫、御史重利，主張自利、利國、利民的統一，其中自利是核心。大夫、御

史與賢良、文學的義利之爭實際是雙方人性之爭的必然延伸。第四章分析指出大夫、御史

與賢良、文學的本末之爭的焦點，不是要不要「本業」或「末業」，而是由誰來經營「末

業」，前者力主官營的合理性，後者則指出官營的種種弊端。其實質不是對農業、商業的產

業地位問題的爭論，而是其義利之爭的延續。第五章分析指出富國與富民之爭是《鹽鐵論》

貧富之爭的實質。大夫、御史與賢良、文學關於富國與富民之爭的實質並不是要不要富國

與要不要富民，而是富國與富民誰應被優先確保的問題。關於貧富的原因之爭是《鹽鐵論》

貧富之爭的核心。大夫、御史認為民貧富的根本原因有三：其一在於民自身的勤勞與節儉

程度，其二在於民之勞動能力高低，其三在於是否有致富之術。賢良、文學則針鋒相對地

指出民之貧窮的根本原因就是官禍。關於貧富的態度之爭是《鹽鐵論》貧富之爭的重點。

大夫、御史與賢良、文學對貧富的態度之爭實際上涉及了所謂的義榮（辱）與勢榮（辱）

的關係問題。第六章分析指出鹽鐵會議上大夫、御史與賢良、文學關於奢、儉之爭是西漢

奢侈之風泛濫的反映；其實質是爭論雙方經濟倫理思想的深化。在奢與儉問題上，賢

良、文學主張「反奢崇儉」，大夫、御史等主張「節奢刺儉」。第七章是對《鹽鐵論》經濟



倫理思想總結與評價。指出《鹽鐵論》不但是對漢武帝一生功過是非，也是對西漢王朝建

立後一百二十多年歷史的總結，對中國的 2000多年的經濟倫理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對

現代經濟倫理學的發展，經濟實踐的發展也不乏啟示意義。

《鹽鐵論》是世界上討論國家政權與市場體系之間關係的早期最豐富的文獻，是中國社

會兩千年以來各朝各代制訂經濟政策頻頻參考借鑒的「資源大典」，也是中國經濟倫理思想

史上功利論與道義論最富有現實價值的目標與路徑之爭，留給後人不盡的思考和啟示。從

某種程度上說，漢代的鹽鐵會議具有尋找和創設民族核心價值體系的意義，對我們今天建

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亦具有某種啟迪和借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