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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锡同志多年来潜心研究伦理学尤其是经济伦理学理论问题，发表了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
果。
他兼职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经济伦理学研
究所所长，以自己的特色研究，为中心增添了学术亮色。
获悉他《道德资本与经济伦理——王小锡自选集》一书即行出版，内心感到十分高兴。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伦理学的发展与成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时代的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施，呼唤经济伦理学的发展；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能够较快地发展，也正是适应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
面对2008年发生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尽管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但总的来说，却保持
着稳定发展的良好态势。
这就极有说服力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着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经济伦理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健康运行，有着极端重要的引导和制约作用。
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果，原因固然很多，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加强市场
经济条件下的公民道德教育，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济伦理的重视和发展，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
这也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法制经济，而且也必然是一种重视社会主义道德的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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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著者二十多年来经济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学术论文的汇编。
文集所涉及内容系统全面，融特色学术、创新理论、应用路径探索于一体，且结构完整，自成体系。
尤其是关于经济伦理、经济德性、道德资本、道德生产力等范畴的阐释，形成了著者的学术研究特色
，同时也展示了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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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产主义社会。
他认为，青年一代要完成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任务，不但必须学习现代的科学、技术和文化，
还必须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新人。
他指出，“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
”①为此，青年们只有把自己的训练、培训和教育中的每一步骤同生产者和劳动者不断进行的反对剥
削者的旧社会的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学习共产主义。
　　要做到这点，必须有这样的人尤其是青年一代，他们在有纪律地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中已开始
成为自觉的人，成为一个高度思想觉悟的共产主义者。
列宁对青年给予厚望，他说，“在这个斗争中，他们中间一定会培养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应当
使自己的训练、教育和培养中的每一步骤都服从这个斗争，都同这个斗争联系起来。
培养共产主义青年，决不是向他们灌输关于道德的各种美丽动听的言词和准则。
我们要培养的并不是这些。
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父母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怎样生活的时候，当他们自己分担那些开始同剥削者
作斗争的人们所受的痛苦的时候，当他们看到为了继续这一斗争以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付出了多大
的牺牲，看到地主和资本家是多么疯狂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在这种环境中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者。
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
这也就是共产主义培养、教育和训练的基础。
”②列宁告诉我们，如果失去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基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从根本上
失去现实的存在之基。
最后，列宁还强调在实践中学、在社会生活中学习的重要性，强调社会实践中训练、培养和教育的价
值。
他说，“训练、培养和教育要是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会信赖的。
⋯⋯可是我们的学校应当使青年获得基本知识，使他们自己能够培养共产主义的观点，应该把他们培
养成有学识的人。
我们的学校应当使人们在学习期问就成为铲除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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