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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文化视角构建新时代商业伦理探析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上海市 200120

我国当代的经济发展正处于昌盛和繁荣阶段，人们

的生活水平正在稳步提升。然而，在物质经济的时代下，

很多企业逐渐丢失了传统的经营信仰，在经营企业的过

程中因过于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一些原本正直企

业经营者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受到影响，致使我国经济发

展大环境呈现滑坡趋势。为了抑制不良商家的不正当行

为继续污染市场环境，必须要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儒

商文化的精华智慧汲取出来，为当代商业经营者树立正

确的经营观念。

儒商思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之一，儒商文化

是将儒家思想与商业伦理相互融合，继而衍生出的一套

行商经营理念。经过了几千年的洗礼，历代儒商在儒家

文化的滋养下一贯秉承着知行合一、诚信至上等经营原

则，成就了独具特色的儒商文化。

（一）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

儒商作为拥有家国情怀的大商，将“经世济民”与

“富国兴业”作为行商的使命及宗旨，并将“发展经济”

当作实现民富国强的重要途径。高尚的使命与远大的价

值追求，促使儒商执着向前，与此同时，他们洞察了一

个真理——事业成功的根本在于人心的向背。俗话说“水

能载舟亦能覆舟”，就像是客户与经营者的关系，顾客

是水，经营者是舟，如果经营者能够对客户诚心以待，

客户也会待经营者如家人，为经营者事业的成功奠定良

好的基础，反之亦然。

（二）利缘义取的商业价值观

几千年来，儒商始终坚守“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的核心经营理念，这不仅表现出了儒商的智慧与理性，

还突显出了其格局与胸怀。儒商重视仁义，以诚信利他

的原则行商，既顺应道理，又兼顾仁义，其经营结果必

将是财源滚滚。利他原则即待客如上宾、视员工为家人，

让客户在购买时得到让利，让员工在工作时得到分利，

具有兼济天下的情怀，最终必将得到客户与员工的鼎力

支持，继而发财获利。

（三）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

诚信，是儒家思想中极力倡导的道德规范之一。作

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诚信为本的经营原则已经流传了

数千年之久。古今儒商始终坚持“诚信为本、信誉至上”，

以诚心面对客户与员工，用诚意塑造品牌。信誉是儒商

之魂，源于德、发于诚、守于道，得来不易。

（四）刚柔相济的处世哲学

作为儒家文化的精髓，持经达权、刚柔相济既微妙

又高深。其中，持经达权是要求儒商不但要在行商的过

程中坚守道德原则，还要随时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做出

适宜的调整。儒家的中庸智慧讲求“持两用中”，其核

心便是适时、得宜。这种中庸的智慧意味着刚柔并济，

为儒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方法论支

持。

（五）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

儒商在行商过程中，推崇“和而不同、合作共赢”。

差异性的并存促使商业领域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存在。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主张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继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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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合作共赢。无论是客户与员工之间、经营者与客户之

间还是经营者与员工之间，“和谐”“合作”才能携手

互利，达成互惠的和谐局面。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在新时

代背景下，商业伦理观念应该被重新构建并加以强调，

经营者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将儒商的优秀思想融入实际

经营当中，促进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

（一）新时代商业伦理三大基本命题

1.赢利是企业家的天职

企业家的天职是赚取利润，但在赚取利润的同时，

企业家应该秉承着基本原则。无良商家与儒商企业家只

是一念之差，“君子生财，取之有道”。企业经营者必

须以道义诚信作为行商准绳，在国家法律与商业道德的

规范之下、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为客户提供商品与服

务，以此来获取利润。能够做到“利源义取”的企业家

才能让事业蒸蒸日上，并在赢利的同时，为社会与国家

做出经济贡献。这样的企业经营者不仅能够得到财富，

更能够收获社会的尊重。所谓的“无良商家”是指那些

为了获得利润而不择手段的商人，这些人没有道德底线，

也缺乏商业伦理，即使能够牟取暴利，却也终将在广大

社会群众眼中失去尊严。

2.诚信是新时代商业伦理的基石

在儒商文化之中，“厚德载物、诚信经营”是一个

重要基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相互的，只有诚意待人，

才能换得对方的以诚相待。企业经营者需要真心对待员

工、真心对待供应商、真心对待客户以及其他利益参与

者，才能促使企业的顺利发展。不作假、不掺假、不滥

竽充数，是企业经营的基本底线。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如果不良商家哄骗客户一时，客户可能以后都不会再来

光顾，“一锤子买卖”不利于企业发展。诚信商家不仅

能够得到客户的拥护，更能够在同行业当中赢得尊重。

古语有云“无商不奸”，其实原句是“无尖不商”，

是指古代商家在卖米量米的时候，往往要让米量高出容

器露出“尖”来，让客户可以得到实惠。而这句话在流

传的过程中被不良商家误传，读出了商人“偷工减料”

的意思，这才损害了商人的名声，让人们对经商之人产

生误会。如今经济发展繁荣昌盛，国民文化素质也随之

提升，企业经营者应该正视儒商的“诚信经营”文化，

以正当手段谋取利益，为商人正名。

3.利他是新时代商业伦理的灵魂

儒商文化的格局较大、胸怀宽广，以“富国强民”

作为远大理想，其实就是以“利他”作为行商目的。商

人的工作内容就是将资源整合后呈现在人们面前，让被

整合的资源更方便地被人们挑选并购买，最终使商品实

现利用价值、为他人提供便利，而商人赚取中间的利润。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始终把“于己有利而与

人无利者”看作“小商”，而“于己有利与人亦有利者”

看作“大商”，而对于那些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

人剔除在商人的领域之外。“利他”是一种有远见、有

智慧的商业行为，是企业品牌长虹的基础，是成就大事

业的必经之路。

（二）等边三角形原则

所谓等边三角形原则，是将员工与客户以及股东作

为三角形的三条边，而三角形的边长分别是员工的收入、

客户得到的价值以及股东获得的收益，等边三角形意味

着三条边长相等、三方利益被同时兼顾。要知道，企业

的发展需要忠实客户的鼎力支持，更需要忠诚员工的大

力协助，企业经营者应该兼顾客户、员工以及自身利益，

让企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员工是帮助企业创造利

润的助力，失去了员工的助力，企业的利润效率将会大

打折扣。而客户作为企业利润的源头，更是企业不可割

舍的重要资源。因此，企业经营者在行商过程中，要依

照儒商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坚持等边三角形原则，兼顾

到客户、员工以及自身的利益，促使三者共同受益。

（三）合作竞争原则

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协作。

同行之间的有序公平竞争，有助于推动企业发展，让企

业在压力中获得进步。对于富有智慧的企业来说，同行

业对手的存在能够督促企业发展，这些对手值得被感激。

一些企业在竞争之中被激发出潜力，不断超越自我，推

出一代又一代符合时代发展的商品。这样的竞争将会打

造出一个良好的行业生存环境。而如果行业企业之间发

生恶性竞争，则会造成行业生态环境的恶化，致使供应

商的生存空间受到企业挤压，令行业内的众多企业陷入

持续亏损的恶性循环当中。因此，公平竞争与积极合作，

是新时代企业坚持健康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

（四）效率效益原则

效率效益原则是指企业经营者需秉承自强不息的企

业家精神，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管理效率以及资

源配置的使用效率。这需要企业经营者具有创新精神，

不断地提升创新技术、融合创新思想、提高创新意识，

从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换句话说，新时代中国特

色商业伦理效益要求企业及其员工以提高企业运行效率

的方式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促使企业高质量、高效率

发展，摒弃为了利益增长而进行恶性竞争或做出以次充

好等不良商业行为。保障经济环境的健康发展。

（五）社会责任原则

儒商文化以“经世济民”作为己任，而企业作为社



教育论坛

5

ISSN:2705-0971(Print);2705-0947(Online)

1 卷 4 期

会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开放子系统，与系统中的其它成员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企业不仅仅是财富的创造者，更

是社会经济的推动者、市场与客户的物质及服务提供者，

它具有自己的社会责任，向社会传递着精神文明成果和

专业人才，让客户的生活更加便利。与此同时，企业的

经营让社会人士得以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就业机会，让

员工和其家人有尊严地生活，为国家创造税收，为社会

事业做出贡献。

一些企业由于自身的行业特点，物料投入量比较大，

或者需要处理废气，废水。而不良商家往往忽视自己的

社会责任，对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问题不够重视，

只顾及眼前利益，这种做法无论从道德角度还是可持续

发展角度来看，都是极不可取的。企业应该在经济领域、

社会领域等方方面面负担起自己的责任，为国家和人民

创造长远的实际利益。

儒商文化的思想与智慧，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

晶，儒商注重回报社会，这与新时代的社会责任伦理要

求相契合。在经过数千年的磨洗后，儒商文化仍然发挥

着自己独特的光辉。在儒商文化视角下，新时代商业伦

理的构建，能够提升企业经营者的综合素养，企业经营

者应明确新时代商业伦理的三大基本命题，并遵循四项

原则，以“诚信”“利他”“高效”“负责”作为准绳

经营企业，从而促进企业家的健康成长与企业的健康发

展，营造良好的行业生态环境。继而保证我国经济发展

的繁荣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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