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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每一章，我都从一两个能引出与本章内容相关的案例开始。
本书大多数章节，我都加入了大量真实及虚拟的案例研究，以说明特定的原则，示范分析道德问题的
方法，及对比处理同一问题的不同方法。
对于那些希望得到更多案例的人，每天的报纸都载有丰富的、最新的可供分析的企业道德问题的材料
。
　　虽然本书各章共同构成了关于经济伦理学的全貌，但每一章都可独立加以研究。
那些想忽略某些问题的分析而集中于其他特别问题的人，不用担心他们这样做会有理解上的困难。
那些希望就某一问题做深入研究的人，可在注释中得到建议及关于有争论问题的不同派别的书目。
　　本书每一章后附有关于本章重点问题的思考题，可以用作学生学习该章的指南。
这些题目中也包含有在本章中没有明确论述过的一两个案例问题简述，可用他们进行讨论，反思及写
书面作业。
　　本书的所有修改版本都注意吸收最新的重大研究并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的有关发展。
这一版本也不例外。
除案例及注释之外，所有的章节都有重大修改，使其跟上最新发展。
章节的顺序也有小的调整。
并且关于企业及责任的概念问题，我在不同的章节中分开进行论述。
我在本版中增加了信息技术的材料及关于国际贸易问题的讨论。
虽然有了这些改变，但本书的目的，方法及主旨仍旧未变。
美国的企业可以更符合道德。
本书力图帮助读者思考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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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规范性伦理相对论    规范伦理相对论的观点认为：当任意两种文化或个体之间在对某一行为的
道德评判上发生矛盾或差异时，两种观念可能都是正确的。
这也说是说，一种行为对于某个人或某个社会是正确的，而同样的行为，同样的方式对于另一个人另
一个社会来讲则是错误的。
两种判断都非常合理。
这种观点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呢?第一种解释认为，两种相互矛盾的道德评价之间不存在对与错的关系，
因为人们本来就不是以对或错作为自身评判的标准，这种判断只是一种主观认识和感觉。
这种解释是从元伦理学条件下道德语言与逻辑性的角度对规范性伦理相对论加以说明。
第二种解释则认为对与错的道德判断取决于文化基础，对道德跨文化的评判因而无法进行，这与评价
一种语言是否优于另一种语言一样毫无意义。
坚持这种看法的人宣称文化相对论在道德领域与在其他文化领域同样适用，他们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
规范性伦理相对论加以阐释。
第三种解释则认为我们不应评价两种判断孰对孰错是因为我们缺少进行评判的标准。
也许一种行为是对的，而另一种行为是错的，但是因为我们无法加以证明，因此更妥善，更谨慎的处
理方式是不去探究其对错关系。
    以上这些关于伦理相对论的解释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因为他们直接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在海外
从事经营业务的经营者应当遵循哪一种道德?是本国的还是东道国的?所有针对伦理相对论的解释都认
为在道德差异化与平等性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而在文化相对论与规范性伦理相对论之间相互联系的关键环节是一种关于道德的理论或观念。
    然而，有关规范性伦理相对论的几种明确解释都经不起仔细推敲。
就拿第一种观点来说。
它认为道德评判无分真伪．无分对错，因为这种评判只是主观体会或感情的表现。
从这一观点推出的结论会与大多数人的道德体验大相经庭。
举例来说，根据这一观点，认为偷盗行为违背道德的评价根本不是对偷盗行为的判断，它只不过是评
价者对偷盗行为主观感觉的外在表达。
假设B偷走了A的皮夹。
A对此非常不满，认为B的行为违背了道德：而B的回答是他对于偷走A的皮夹并未感到内疚与负罪感
、这样，根据B的感觉，他的行为合乎道德。
两个人都在讨论自己的感受而没有讨论B偷盗A皮夹的行为，他们的各自反应存在差异非常正常。
两个人都在表达个人的感情，一旦这种感情不同二者之间在认识上就存在差异。
有人将这种观点加以完善，认为当一个人在进行道德判断时不但表达个人感受，同时还认为别人应当
有同样的体会。
这种观点似乎比前一者完善，实际上并无多大起色。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感。
每个人都可以要求他人按自己的方式思考，其结果仍然是每个人都在讨论有关自己的事，而没有人对
该行为作出评判。
    基于这一观点的另一个推论是：人们之间不会在对某一行为进行道德评判时产生对立。
如果一种道德评判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个人的反应或个人情感的表达方式，那么当别人所表达的情感
与我不同时，只能说明我们拥有不同的情感或不同的情感表达形式。
而情感之间没有对或错的差别，因此我们不会进行谁对谁错，谁真谁伪的争论，我们之间也就不存在
任何方面的对立。
    由此产生的第三个推论是人们在进行道德评判时绝对不会犯错。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在今天对一种行为持否定态度，而明天又对其持肯定态度的话，他就表达了不同
的情感，而两种情感是完全对立的。
他在两种情况下的表述都是不客观的，因而就无所谓对与错，其评判也不可能发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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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推论是人们可以通过表达一种不同的情感来改变某一行为的道德性质，如果道德评判只是
一种情感就可以改变该行为的道德性质。
    规范性伦理相对论的四种推论与绝大多数人的道德体验大相径庭，因为人们确实在对各种行为作出
评判——至少他们是打算这样做的。
他们发现在一些情况下确实会就某种行为的道德评判与他人发生矛盾。
人们确实会改变看法，经常会发现由于观念上的偏差导致对某一行为的认识昨是而今非。
没有任何足够充分的理由来说服我们放弃这些日常体验，我们所得到的只有一种设想道德评判应当如
何进行的理论。
然而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理论呢?在进行道德评判时，我们确实表达了自身的道德感受，我们确实希
望别人对该行为具有自身相似的体会，但这并非我们行为的全部。
我们还要对行为进行判断，与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发生冲突，诸如此类。
    下面再讨论人们对规范性伦理相对论的第二种解释。
这种观点认为，道德评判是以文化为基础的。
也就是况，一个社会公认某种行为是正确的，而相同的行为却被另一个社会视为异端。
该行为存在的文化背景不同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发生在某个社会中的暴行可以被另一个社会视为善举。
举例来说，在一些社会中存在这样的习俗，即让上年纪的老人离开社会，孤独地逝去，这被许多旁观
者看成大逆不道，因为在他们的社会中所推崇的是对老年人的晚年精心照料，以各种手段尽可能地延
长其寿命。
两种习俗都被当作对老年人表示尊敬的方式，尽管这两种方式截然不同。
然而通过这个例子所体现的并非规范性伦理相对论的内容，而只是同一道德标准(尊敬老人)在实际中
的不同表现。
    对规范性伦理相对论的另一种解释则认为，对于每个社会来讲，符合道德的行为就是社会公认为正
确的行为。
从这个角度看，合乎道德就是为社会所接受。
从而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即两个社会之间，在对某一行为进行道德评判的问题上不会存在对立，因
为是否合乎道德对两个社会来讲具有不同的含义。
如果A社会的一个成员判定某种行为合乎道德，他就可以推而广之地认为所处社会的所有成员都会抱
有同感。
如果B社会的一个成员对同样的行为判定为违背道德，他也可以由已度人地推断出所处社会其他成员
必然对此心有戚戚。
如果他们的思维方式是正确的，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可能有任何社会成员会对其所处社会
普遍接受的道德评判结果抱有异议。
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某种行为违背了道德时，真正的含义是我们的社会认为它违背道德；如果实际社
会对该行为的评判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一定是我们个人的评判过程出现了差错。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有关事件的看法有时会与其他社会成员不一致，而不同社会之间也经常会
在某种道德事件上发生认识上的冲突。
可见，与坚持规范性伦理相对论的行为相比，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对其内容加以批判和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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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自从这本书的第一版问世，多年来，关于经济伦理的课程已深深植根于学学府、商学院及MBA培
训项目。
这些课程开始建立于水门事件之后，并因不断暴露的贿赂、回扣、非法的政治捐款、空难事件以及有
暇疵的轮胎、车辆及其他产品的销售而得到重视与发展。
消费者至上主义、加强政府控制的呼声，及许多人对企业及其社会责任态度的改变使得经济伦理成为
当前普遍关心的话题。
在观念上，经济伦理不再被认为是一种语词矛盾的说法，许多大企业已采取措施，至少将一些伦理装
饰晶纳入到他们的企业结构之中。
    太书试图系统、合理、全面综合地覆盖企业伦理这一领域。
本书首先论述分析了经济道德问题的必要性和所需要的道德推理的技巧。
从而引出关于经济制度道德的基奉问题，特别是美国在这方面的基本问题；其次，本书讨论企业中从
劳工权利到计算机的合法使用等各种现实而紧迫的道德问题。
由于企业的变化，修订版力图反映出由此变化而引发的伦理问题，尤其是于信息技术及企业全球化而
产生的伦理问题。
    本书不仅仅只是一本从商界采纳事例的关于普通伦理学的著作。
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有着悠久而令人景仰的历史。
但为了达到伦理思维，学生没有必要知道这些历史，以及对于这门学科的大量争论习题。
道德问题很急迫，人们必须用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工具来处理他们。
因此，我在本书中力图向学生介绍为达到智慧地处理道德问题所必需的伦理学的技巧，井使学生参与
到一些社会及企业道德实践问题的讨论中。
本书开始几章的目标是实践性的，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不得不忽略或不提及一些当代伦理学家所关注
的理论问题。
我校定参加学习经济伦理课的学生都是有伦理道德观的人，他们学习这门课不是为了从一个没有道德
的人变为有道德的人，相反，他们是能通过帮助而思考道德问题并能令人信服而有效地论述他们道德
观的人。
本版突出强调如何运用标准的绝理学方法分析问题及案例。
    对待伦理的传统方法是一种个体的方法。
我们关于道德、道德品质、道德上的赞赏及责备的观念主要源于我们把人看成是道德的代理人。
当我们说一个人有道德或他的行为在道德上值得赞扬时，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本版增加了对美德和个性的讨论，这两个概念近年来变得日益重要。
然而经济制度的行为方式与个人行为的方式是不可比的；所谓企业和国家的行为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需通过人类这一中介来完成。
因此，当我们将道德语言运用于个人及个人行为之外的领域时，必须小心谨慎。
当思考企业、国家和人们的道德时，就产生一些特别的问题——关于道德概念含义的问题，这也是我
们在阐明这些领域的道德观点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假定下述观点都是无需争辩的：谋杀是错的；偷窃及撒谎总体上是错的；在商业及社会生活的其
他领域中，基于性别、种族、或宗教信仰方面产生的歧视是不道德的。
因此没有必要专用一节经济伦理课来指导论证这些结论。
但是，经济伦理中涉及到歧视、广告的真实性检举、披露以及其他方面的许多问题并不如此明了。
为得出合正确的答案，他们要求仔细地分析、斟酌正确的事实及可适用的原则。
我们这个社会在一些问题上比在另一些问题上清楚。
我在本书中努力做到展示每一问题的复杂性及权衡每一问题不同的观点。
当我表明自己立场时，我都给出了我如此做的理由，如果一个主张并未最后定论，我都在书中指出井
说明理由。
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有关广泛的社会问题的主张是最后的主张。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伦理学>>

本书能鼓励井给予学生们以勇气去帮助和促进关于这些问题的广泛讨论。
    我认为仅仅找出企业中的道德问题、确定什么行为是正确或错误、要求人们在做他们应做的事时成
为道德英雄是不够的。
如果实践是不道德的，如果人们有义务牺牲他们的工作和安全而去履行他们的道德义务，那么这些实
践就必须被改变。
因此，我试图不仅仅讨论对公司中人员(工人、经理、董事会成员)的道德要求是什么，而且讨论什么
样的结构会促使一个人接受道德责任并履行他的道德义务。
公司怎样重组才能排除检举的必要性，使得当一个人道德上有义务检举时，对其进行穷追猛打与一般
询问所得到的结果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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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试图系统、合理、全面综合地覆盖企业伦理这一领域，首先论述分析了经济道德问题的必要
性和所需要的道德推理的技巧，从而引出关于经济制度道德问题的基本问题；其次，本书讨论企业中
劳工权利到计算机的合法使用等各种现实而紧迫的道德问题。
由于企业的变化，修订版力图反映出由此变化而引发的伦理问题，尤其是源于信息技术及企业全球化
而产生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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