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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立“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儿千年的社会理想、社会实践，但在市场经济社
会和工业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真正实现社会和谐需要寻求“新的和谐之道”。
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众多，组织内部权力、利益分配制度和组织伦理价值观念则是其中根本性的决定
因素。
本书认为，民蔓、独裁等只是集体权力问题的次要方面，是组织集体权力的价值观念决定了组织制度
的性质。
因此，解决我国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社会两极分化、组织缺乏活力等问题的关键，在于树立、推广
“公权力”价值。
本书还研究了“个人需要与价值追求”、“人们之间的平等交易关系”、“组织中的公正价值”等市
场经济下组织伦理的蘑要内容，并以公司治理问题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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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作伟，1965年生，山东省黄县人。
1988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金融贸易系副教授。
发表管理、经济方面论文20余篇，现主要从事经济伦理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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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组织和谐与组织伦理　　第一章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面临的挑战　　在人类社会变化发展
时期普遍面临稳定和谐问题，和谐是世界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
西方社会的公正理念和“公权力”价值较好地解决了其组织内部的和谐问题，而公正是相对的、有局
限性的，对内的公正，对外可能就是不公正。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结束了“主义之争”的同时，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矛盾开始显现，美
国遭受“9？
11”恐怖袭击使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之争问题凸显。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了自身利益推行的文明输出和单边主义策略加大了世界范围内的不和谐。
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执意扩展，一方面是其他文化的顽强抵御，西方的文明输出并没有改变文明之间
向不和谐方向发展的态势。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包含了“和而不同”的处理不同主体之间和睦相处的和谐价值观念，被
暂时相对处于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激烈对峙之外的中国学者所追捧，但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的传统和
谐价值观念并没有引起这些学者们所期望的回应。
　　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
平，也形成了较大的社会差别和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平，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和谐现象，潜伏着社会
动荡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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