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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精髓与核心，是仁义

礼智，强调“修齐治平”，注重家国情

怀。 儒家文化在行动上的表现，一是

仁礼，一是中庸。 中庸对企业家来说

是派什么用场的？“叩其两端而执

中”。 现在我们掂分量是有秤的，而在

古时候则要“执中”， 凭感觉放在中

间。 对现代企业家来讲，这就是良心。

做生意没有良心， 生意是做不大的。

儒家文化同时强调“和为贵”以及“利

他主义”，其实核心还有一个，如孟子

讲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对现代企业家来说就是“如果实在没

本事，就把自己管好，独善其身，但不

要伤害别人； 你成功了， 你要兼济天

下”。儒家文化的精髓客观上也是现代

文化道德的基石， 对于我们企业家也

是一样，离开它，什么都做不成。

我一直按照儒家的思想和价值

观做自己的企业，并开始研究探索儒

商精神。 这两年，尤其是最近，做生意

的朋友会讲经济形势像最近的台风

一样“乌云滚滚”，出现了很多企业关

门倒闭的现象。 很多朋友问我怎么

看。 其实在我看来，这是大势，全球的

大势都不好，但我们要对国家的经济

有信心。 其实在儒家文化中，任何东

西都有一个“势”，做事要在“势”里。

近期很多相关的企业其实是没有用

好“势”。 而那些常年具备核心竞争力

的企业、对“势”的预见和把握很好的

企业就没有出问题，很安稳，最多在

预见到困难的时候“收”一下而已。

儒商精神现在被很多上海企业

家关注。 中国企业家无论上海的还是

外地的，因为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

的影响，基因里或多或少都有儒家文

化的核心内容在，它会指导我们的行

为。 比如诚信，我们公司该纳的税，一

分不能少。 在我看来，公司成功的相

当大一部分条件其实是国家给予的，

比如交通、基础建设、能源供给、法治

建设、社会治理、扶持政策等等。 这些

免费获取的“成本”，都是国家给予我

们的。 做企业，要用税收的方式回馈

社会、回馈国家。 如果每个人都只想

着赚钱而不回馈，那谁给你修路？ 没

人了。

做生意， 每个国家的人都会做，

但中国人做生意的想法一定跟外国

人不一样。 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只

要是做得成功的，都是在传承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方面做得很好的，并且还

懂得中西结合。 中国人做生意不但可

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更有优秀传统文化作支撑，做生意一

定做得好。

现在的企业家，需不需要对传统

文化的伦理觉悟？ 1916 年，陈独秀先

生在其《伦理的觉悟》一文中写下了

这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自西洋文

明输入吾国以来，最初促吾人之觉悟

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

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

克守缺抱残之势。 继今以往，国人所

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 此而不

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

之觉悟，盖犹在徜恍迷离之境。 吾敢

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觉悟之

最后觉悟。 ”伦理就是人与人之间相

互交流的一种道德标准，儒家伦理其

实也是一种道德标准。 陈独秀认为，

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一

直延续至今， 其文化一定有独到之

处，特别是在着重国家、着重社会、着

重民族共同体上有其独到的觉悟。

《伦理的觉悟》一文距今已有 108

年，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

文明的古国， 落后于世界的时代发

展。 当时指的伦理觉悟或者最后的觉

悟，另一层意思就是政治觉悟、文化

觉悟、科学以及教育觉悟的苏醒。 百

年过后，时过境迁，他们的后辈也就

是在座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发展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某种程度上实

现了陈独秀的“伦理觉悟”。

上半年我作了一个比较，现在国

际上到底哪个经济体量大、哪个经济

体量小？ 如果按照平均购买力计算的

话，中国经济体量也不小了。 我给一

个数据， 上半年我让儿子买了 10 样

东西，他在美国买是 80 美元，同样的

东西我在上海买是 20 美元， 美元兑

人民币的汇率是 7.0 几，按照直接购

买力平价计算的话其实是 4：1。 所以

我们自己要有信心，希望大家共同拥

抱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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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国内的市场情况来看，

目前企业家需要一种境界， 比较高

的境界， 才能观察如今市场的本质

和走向。

境界是儒学非常重要的概念。从

王国维到冯友兰、张世英，各位大家

对境界有各种解说。但从企业经营者

的角度来说，从改革开放后起步的企

业，再到现在的企业，如今企业在经

济学上的解释是什么？企业是一个以

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所以必须把

盈利当作企业的根本目的。冯友兰把

“境界说”定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

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把目的定义到

了功利境界的地步。很多企业家从西

方学习经济学和管理学，认为企业就

是要赚钱，盈利是最终目的，实际上

确实如此，如果企业不盈利，那就没

有继续运转的动力和生命力。

但从儒家文化的角度来讲，企

业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组织， 还是

社会组织、文化组织。 习近平总书记

对企业家精神的界定特别强调“新

形势下， 企业家要带领企业战胜困

难、走向更辉煌的未来，需要进一步

弘扬企业家精神，在爱国、创新、诚

信、 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

断提升自己”。 这 5项都远远超出了

功利层面。

企业家也好，企业家精神也好，

一方面要在功利方面做到力所能

及———企业要先赚钱， 不赚钱其实

是难以发展的。 但是只在功利境界

上， 显然不是儒商和中国企业家应

该有的精神， 应该趋向更高的道德

境界。 中国的儒学本身就是强调在

自己的成绩和自己的道德之间的协

调平衡， 所以企业家更多要从功利

境界上升到道德境界， 甚至上升到

天地境界、天人合一的层面。

企业如何能在赚钱的同时更好

地履行社会责任？ 对于儒商的界定，

首先是家国情怀、诚信做人、诚信做

生意，能做到这 3 点已经是共赢了。

如果要求所有企业家立刻都要达到

很高的道德境界，其实是非常难的。

在经济层面如何能够上升到道德境

界？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做到共

赢。 共赢这件事很难，自然界有一种

现象叫做“一鲸落，万物生”，而现代

社会里， 有许多红极一时的超大企

业一旦倒闭， 它长期累积的数万亿

的债务如何承担？ 欠供应商的债务

也成了泡影， 于是一下子产业链上

的公司全部倒了。 所以中国现在企

业想实现共赢， 非常难做到的一件

事是， 企业要能处理好自己的现金

流和应收账款。

现在企业经营者都很清楚，最

怕欠账，因为随时会有企业倒掉。 我

觉得，从企业家角度来讲，要提高自

己的境界， 第一件事就是要做到不

拖欠员工的工资， 不要欠供应商的

钱，能做到这些，就已经很好了。

所以从儒学的角度来说， 中国

的企业家过去都是从西方学习现代

企业经营理念，但同时，儒商精神和

儒学也要介入经营， 让中国的企业

家能够在西方管理学、 经济学的基

础上，再提高一个层次，建立很好的

企业生态链， 让中国的经济真正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到企业

家精神建设的问题， 那么企业家精

神对于今天的企业家来说有什么意

义？ 其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后面还有一句：

“创造更多世界一流的企业。 ”我就

此谈谈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既是企业家，也在做这

方面的研究。 到底当代中国企业家

精神有哪些特征？ 思想源泉是什么？

文化基因是什么？ 我觉得不管是学

者还是企业家， 应该花更多的时间

来弄清楚， 这也是我们研究儒商精

神很重要的原因。

当代中国企业家从成长履历来

说有两种， 一种是本身有很高的境

界，能自觉按照儒学精神、儒家思想

经营企业； 还有一种是受到儒家思

想影响，耳濡目染，客观促使他按照

这样的思想去做。 所以我认为儒商

精神应该是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

一个重要文化基因， 儒家思想也是

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思

想源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弘

扬企业家精神， 最后为什么要落在

“建设更多的世界一流企业” 这一

点？ 这也是党对我们企业家提出的

目标， 或者说当代企业家的历史使

命。 现在的经济状况有人说“乌云密

布”， 全球都经历了经济振荡期，包

括中美博弈的影响、 百年大变局的

影响。 虽然我们看到了很多负面情

况，比如商场关门、饭店关门、生意

萧条， 但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个转

型的阵痛期， 在看到传统经济受到

冲击进而萧条的同时， 也应该看到

在新领域不断有企业“脱胎换骨”站

出来， 比如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市

场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

之一。 正是有这样的企业与行业的

创新发展， 让中国的经济在转型过

程当中一步步站稳脚跟， 发展前景

更加明朗。

所以孟子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

本在家”。 今日的儒商应当是什么样？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在国内学术界引起

了不少关注，值得去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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