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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上海200233)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的经济伦理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形成特有的理论体系的同时，

对企业伦理、应用伦理的研究亦颇显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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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从德国经济伦理学的发展势头、企业伦

理学异军突起、学术地位进一步确立三方面，对当代

德国经济伦理学的最新发展及其背景问题，作些概

括和分析。

一、发展势头继续保持

德国经济伦理学兴起于8卜90年代初期。90
年代中期之后，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进入了相对平

稳和体制化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虽然不像先前

lo余年那样具有爆发性，但从以下三方面的情况来

看，可以说其强劲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

1．新作大量问世

例如，1999年出版的四大卷本《经济伦理学手

册》(H锄dbuch der winsch心乩ik)，⋯从“经济和伦理

的关系”、“经济秩序伦理学”、“经济行为伦理学”、

“部门经济行为”四个方面全面概括了当代德国经济

伦理学界的研究成果。如果说，1993年出版的《经

济伦理学大辞典》(崩kon der WirtScha凰e山ik)瞳1集

中反映了德国经济伦理学兴起时的成果的话，那么，

《德国经济手册》则是其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此

外，当代德语区还出版了两套著名的经济伦理学丛

书。一套为由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ki)
主编的《经济伦理学和哲学研究》(Shld涵in Econ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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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Et}liks and Phi娜y)丛书一套由彼得·乌尔利希
(Peter ulrich)主编的《圣加伦经济伦理学论丛》(St．

Galler Beitme字zur Winsch疵sethik)。自1995年以

来，这两套丛书都出版了10余种著作，在德国经济

伦理学界影响较大。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些代表

性的论著之外，近几年来，德国经济伦理学界问世的

其它新著在数量上也是相当可观的。1995年之后

有关经济伦理学的新著约有200余种。特别可喜的

是，一批关于经济伦理学和企业伦理学的博士论文

的出版，说明这一学科的新生代已经出现。

2．体制化顺利进行

在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中，一门学科的

成熟与否，除了基本著作的问世之外，是否被纳入国

家教育体制，是否有专业的学术组织和杂志，也是一

个重要标志。在这方面，当代德语国家和地区经济

伦理学的体制化进程也正顺利进行。例如，继在瑞

士圣加伦大学(1986)和德国艾希施泰特大学(1989)

等设立经济伦理学和企业伦理学教席之后，1999年

慕尼黑大学也设立了经济伦理学的教席。在德国各

大学的经济系中，大都开设了经济伦理学和企业伦

理学的选修课，有不少学生选修了这一课程。此外，

1997年，德国哲学学会成立了“经济伦理学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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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由科斯洛夫斯基任主席。德国经济伦理学网络 矛盾?是要实现“经济理性的基本转变”，还是只限

则除了编辑《经济伦理学论坛》的会员通讯之外，自 于考虑完善经济体制的框架条件?

1995年起，还出版了《德国经济伦理学网络丛书》。 二、企业伦理学异军突起

令人高兴的是，从2000年起，柏林经济伦理学和企 近几年来，德国经济伦理学家在实践中努力贯

业伦理学论坛还编辑出版了第一本专业杂志《经济 彻企业伦理学方面作了大量工作，这就是所谓的“企

伦理学和企业伦理学杂志》，每年出三期，每期相对 业伦理学的异军突起”。

集中于一个专题。这一切说明，经过20余年的发 1．理论和现实的动因

展，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经 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特别是企

在相当程度上体制化了。 业伦理学的异军突起，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动因。

3．学术研究不断深化 除了来自美国企业伦理学的推动之外，从德国经济

自9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在保 学的发展角度来看，还有以下几个动因。首先，重新

持先前发展势头的同时，逐步成熟并形成了一些较 重视经济学中的伦理因素。从历史上看，德国国民

为明显的理论特点。首先，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 经济学有十分重视伦理的传统，但战后以来一种工

立足点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经济作为相对独立的 具主义的观念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这种情况

社会子系统的特殊性质：即承认相对于其他子系统， 得到了改变。此外，通过纪念斯密《国富论》出版

经济子系统有一定的优先地位。而争论则在于对这 200周年的活动，国民经济学的实践哲学起源变得

一事实的评价和相应的理论模式：是“现代的”还是 清晰和明确了，经济学家由此充分认识到规范的重

更多地“后现代的：’?是把经济学理论也用于解释非 要性：所有重要的经济学家不仅仅或不首先是一个

经济的事实，还是要求经济系统重新与生活世界结 经济(数学)分析的专家，而且也是社会哲学家。还

合起来?或者通过以伦理——宗教为基础的文化来 有，知识论的发展也打开了通向经济伦理学和企业

校正和替代经济的这种优先地位?其次，当代德国 伦理学的通道，即在经济学研究中实现范式转换是

经济伦理学充分强调社会秩序框架对于经济功能的 可能和必要的。

重要意义，即作为对现代经济挑战的回应，相对于个 当然，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以及

人伦理学或人格伦理学，充分承认和强调体制伦理 近年来企业伦理学异军突起的动因，除了上述经济

学和结构伦理学的重要性。这一方面的不同意见则 学理论的发展背景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出于现实生

是：在整个经济伦理学中，个人伦理学的意义究竟如 活的需要。对于这一点，德国经济学家的意见是明

何?伦理的首要位置是否只是在经济的秩序框架 确的、一致的：当代经济伦理学的繁荣主要不是由理

中，或者也应该出现在企业和个人直接的经济决定 论的兴趣，而是由对伦理定向的实践兴趣推动的。

中?第三，在经济伦理学的范式问题上，由于强调体 由对发生在合法经济秩序中的经济问题的批判而产

制伦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放弃道德化或者对经济 生的，并导致对这一秩序的反思。例如，企业行为虽

和经营行为的直接道德呼吁，从而与对伦理学作实 然基本上是合法的，但在社会上则是不可接受的。

质内容的理解相比，大多数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家 正是这类问题的大量产生，成为近年来企业伦理学

更偏爱对其作形式程序的理解。即经济伦理学主要 异军突起的主要动因。

是一种形式规则的体系，它通过商谈或者对话达到’ 2．企业伦理学的对象

一种限定的、始终要重新加以检验的、有时要加以改 关于企业伦理学的对象，德国社会哲学家瓦尔

变的内容。第四，通过对经济学的反思，当代德国经 特·科尔贝(刚ter Kedber)认为：“经济作为～个不同

济伦理学家认为，经济学离不开伦理学，因此他们共 于政治、宗教和艺术的社会生活领域j它提供产品和

同拒绝一种“来自外部的经济伦理学”。但争论在 劳务以维持人的生计，而经济伦理学则是对它的规

于：是否有何种规范伦理学符合这一要求，或者与其 范反思。如果它关注的重点是经济秩序本身，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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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是秩序伦理学；如果它关注的重点是给定秩序

内的经济主体行为，特别是企业的行为，那么它就是

企业伦理学。”【3’这～关于企业伦理学对象的定义是

扼要和明确的。进一步说，企业伦理学首先涉及这

样的行为：它虽然不能通过国家法律和警察加以强

制，但对于社会生活却是不可放弃的。在此，道德首

先要求守法，但守法只是消极的道德，积极的道德在

于，企业家能为公共福利做出自由的贡献。企业不

能仅以货币来进行“收益”和“成本”计算，而要以人

的满足和辛劳为尺度。即虽然所有关系在经济和企

业中十分重要，但经济伦理学和企业伦理学的研究

应从劳动而不是所有关系开始。

3．企业伦理学的主要学派

．德语区企业伦理学的主要学派，从目前情况来

看，主要由瑞士圣加伦经济社会科学大学经济伦理

学研究所的彼得·乌尔利希为代表的整合性的企业

伦理学，以及以德国纽伦堡大学的霍斯特·施泰因曼

为代表的共和主义(程序主义)的企业伦理学。

关于企业伦理学的必要性，乌尔利希认为，经济

中的道德、企业经营中的伦理，并不是远离现实的理

想主义者的单纯良好愿望的乌托邦。在市场全球化

时代，在整个经济领域有组织转型的时代，在绩效要

求更高的时代，经济伦理学、特别是企业伦理学具有

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而理论家应该努力解释伦理

学与企业经济成就之间的关系，以使企业伦理学既

不成为远离现实的理想主义，又不成为没有定向的

实用主义而陷于失败。为此，乌尔利希根据其沟通

生活世界的理性和经济系统的合理性的经济伦理学

思想，提出了整合性经济伦理学的五条论纲：现代企

业伦理学开始于对传统企业家伦理的批判反思；不

存在伦理学上可论证的“赢利原则”——赢利追求是

在市场经济中有用的动机，但不是企业家的最高道

德义务；企业伦理学不是企业家绩效追求的外在界

限，而是其内在基础；企业伦理学不仅仅是“经营伦

理学”——它也包括企业在秩序政策方面的共同责

任；企业家的责任应该通过对话而被接受，即企业行

为的所有相关者都应参加商谈。

对于施泰因曼来说，企业伦理学的必要性出于

在市场中通行的经济行为规则的不完整性。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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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的行为，就其符合通行的法律而言，是合法

的；但尽管如此，由于它违背了道德原则，从而又是

非法的。因此，企业伦理学要影响处于法律管辖范

围之外，但又很重要的企业行为。在当代西方发达

工业社会中，由于失去了也许能为解决冲突提供定

向帮助的传统的共同价值基础，从而必须有商谈来

作为发现一致的程序。这种作为发现一致的程序的

商谈，其出发点为冲突参与者的和平意志。在商谈

中发现的一致是所有为和平解决冲突做出贡献的党

派意志的表达。商谈的最终结果则是所有相关者对

解决冲突的正确建议的理性认识。因此，企业伦理

学的任务不是发挥实质性的规范，提出一些什么应

该做的约束性规定，而是企业伦理学可以发挥一种

程序性规范，即确定能在冲突中发现一致的合适程

序规则，为和平地解决冲突作出贡献；这样，已经失

落了的共同价值基础也得到了重建。应用企业伦理

学的前提是对把赢利追求作为企业最高目标的做法

进行限制。为此，必须改革经济秩序内企业行为的

经济学条件，以创造使道德起作用的自由空间。此

外，在企业内还要提高工作人员的道德敏感性，并创

造使商谈得以可能的结构。

三、学术地位进一步确立

由于当代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性学

科，与哲学一伦理学、经济学和管理学都有着渊源关

系，因此，考察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学术地位确立

问题，至少可以分别从这三个学科的角度出发。这

里，主要从当代德国哲学和伦理学发展背景的角度

考察这一问题。

1．战后德国哲学学术地位的变迁

对联邦德国来说，直至20世纪60年代，19世纪

初期德国唯心主义和新人文主义的大学及教育理念

仍然影响着哲学的自我理解。洪堡(Wilbelnl von

Hl-mboldt)的大学概念仍然是学术性高校的主导观

念，它的基本定向是：教育应该是个性、学术和职业

三种培训的统一。而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哲

学和哲学系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虽然，自20世纪

初以来，由于科学的日益专业化和科学职业培训重

要性的提高，这种大学概念受到原则性的质疑，但它

对德国学术界仍起着定向作用。只是到了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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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影响，或者说在这些理论发展的同时，许多德国伦 业知识。从而，伦理学在日益增强的领域伦理的应

理学家深入研究社会生活某个具体领域的伦理问 用导向过程中分化了，应用伦理学取代了传统伦理

题，特别是科学技术伦理学、生命生态伦理学和经济 学的一部位置，应该和能够填补相应的道德真空。

伦理学问题，使当代德国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也十分 当然，应用伦理学的发展并不能使普通伦理学成为

繁荣，这也可以看作是德国7沪80年代以来“实践 多余；相反，为了能在具体科学中应用伦理原则，伦

哲学的复兴”的又一主要成果。 理原则本身首先必须得到阐明。

3．经济伦理学的学术定位 现在，德国应用伦理学已经发展成一个学科群，

在有了以上的当代德国哲学史的发展背景之 如涉及自然的生命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动物伦理

后，本文就可以考察经济伦理学在整个德国哲学学 学；涉及人的医学伦理学、心理伦理学；涉及社会的

科体系中的地位了。例如，安妮玛丽·皮佩尔(Anne． 法律伦理学、社会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经济伦理学、

nlarie Pieper)对哲学学科按其历史渊源作了系统的 媒体伦理学、进化伦理学、技术伦理学、科学伦理学；

分类：古老的伦理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形而上学； 涉及个人的教育伦理学、女权主义伦理学等等。(5 3当

近代的美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现代的 然，对于应用伦理学的领域区分不应作绝对、机械的

女权主义哲学、文化哲学、精神哲学和技术哲学；有 理解，而要注意它们之间的交叉性。至于经济伦理

些学科虽然兴起于现代，但也有较长的前史：如认识 学在应用的伦理学中的地位，科贝尔认为，经济伦理

论、法哲学、语言哲学和知识论；有些学科虽然起源 也许是社会伦理的最重要领域。皮佩尔认为，经济

于古代，但由于与当代人类冲突密切相关，从而受到 伦理学是社会伦理学的组成部分，它试图把优秀生

特别关注：应用伦理学、自然哲学、哲学教授法和宗 活的伦理原则与经济行为的效益和效用要求结合起

教哲学。【41总共20门学科，显然，其中和经济伦理学 来。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当代德语国家和地区的哲

的学科定位直接相关的是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两门 学家把经济伦理学确定为社会伦理学、特别是应用

学科。 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现代社会生活的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下，当代德语区的哲 复杂化，经济领域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的特

学家是如何确定经济伦理学在伦理学中的地位的。 殊优先地位，经济伦理学承担着重大的社会功能并

皮佩尔认为，伦理学一般分为普通伦理学和应用伦 具有远大的理论前景。

理学两大部分。普通伦理学包括描述伦理学、规范

伦理学、元伦理学和进化——基因伦理学，其中规范

伦理学最为重要；而应用伦理学则是一种特殊的规

范伦理学，它一方面把规范伦理学的原则系统地应

用于具体的行为、职业和事实领域，另一方面它从实

际出发集中探讨特定领域的主题(生物、医学、经济

等等)的多种伦理规范，并由此概括出一般的伦理原

则。

应用伦理学虽然有其久远的历史背景，但在当

代的空前繁荣则有其特殊原因：20世纪科学技术的

迅速进步，社会实践的日益特殊化，领域或特殊伦理

学问题日益增多，带来了许多传统道德不能解决的

问题：如核能、数据处理、现代医学等等。处理这些

问题，不仅需要一般的道德原则，而且要有相应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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