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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部讨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的著作。
不久以前，曾经有一些学生问我：“在您已经出版的若干部著作中，能告诉我们哪三本书是您认为最
能反映自己学术观点的代表作？
”我的回答是这样三本书：《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
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lO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获得2003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资
本主义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获得2007年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2007年中国出版
集团图书奖荣誉奖）。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一书有一个副标题：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初版于1999年，距今已
经10年。
我作了一些修改、补充，现在准备出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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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是基础性调节，所以可以把市场调节称做第一次调节，政
府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是高层次的调节，所以可以把政府调节称做第二次调节。
    由习惯力量或道德力量进行的调节，就是超越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的另一种调节，可以称之为第三
种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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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厉以宁，1930年11月22日出生于江苏省仪征市。
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之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1988-200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现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
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经济发表了大量论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因其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贡献杰出而多次获奖。
其中包括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
委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
日本)等。
他曾多次被邀请到国内外多所大学与科研机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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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习惯与道德调节问题的提出  第一节  历史的回顾    一、习惯与道德调节的含义      二、市场调节
、政府调节、习惯与道德调节的并存  第二节  非交易领域    一、非交易领域内的各种关系    二、非交
易领域内个人行为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节  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的调节    一、习惯与
道德调节的性质      二、习惯与道德调节的形式之一——企业文化    第四节  道德规范与人的全面发展    
一、生活单调化所引起的思考    二、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解      三、优良社会风尚的培育    四、优良社
会风尚与人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  效率与协调  第一节  效率的真正源泉    一、产生高效率或低
效率的机制    二、效率与道德力量的作用      三、两种凝聚力：团体的凝聚力和社会的凝聚力  第二节  
协调与适应    一、协调与适应的意义    二、社会变动中的协调与适应    三、个人压抑感或孤独感的化
解  第三节  互助共济与效率增长    一、从治水与中国传统精神说起    二、互助共济的启示    三、对历史
上互助共济行为的进一步分析    四、互助共济的精神不会消失  第四节  效率的道德基础    一、效率双
重基础的探讨    二、效率的道德基础同物质技术基础的关系      三、效率增长的潜力与超常规效率    四
、关于经济行为道德标准的进一步思考    五、个人自主性与人际关系的协调第三章  公平与认同  第一
节  对公平的深层次理解    一、收入分配的合理差距间题    二、个人的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  第二节  认
同的含义    一、认同与共同命运观    二、认同与利益集团    三、认同与超越利益的考虑    第三节  公平
与认同的关系    一、关于个人在群体中的公平感    二、公平与认同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说明    三、对起
点公平性的认同与对结果公平性的认同。
  第四节  认同与互谅互让    一、认同与互谅互让之间关系的历史考察    二、现代社会经济中的认同与
互谅互让第四章  法律与自律  第一节  市场、政府与法律    一、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必须依法    二、
政府调节中权与法的矛盾  第二节  习惯、道德与法律    一、法律产生以后第三种调节的作用    二、习
惯与道德调节同法律之间的关系    三、法律与自律的关系  第三节  自律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一、自律
与海德格尔公案给人们的启示    二、再论守法与自律的关系      三、报应的公正与自律的局限性    四、
非正常状态下的自我约束  第四节  道德激励    一、个人持久主动性、积极性的源泉    二、道德激励与
利益动机的相容性    三、自律是道德自我约束与道德自我激励的统一第五章  第三次分配  第一节  第三
次分配概述    一、第三次分配的定义    二、关于第三次分配的几点说明  第二节  第三次分配在社会协
调发展中的作用    一、第一次分配与第二次分配后留下的空白      二、对社会协调发展的不同解释和第
三次分配的作用    第三节  第三次分配与代际关系    一、“生活中的希望”与第三次分配    二、第三次
分配与家庭内部的矛盾  第四节  第三次分配的趋势    一、关于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认识    二、从“重物
轻人”到“以人为本”第六章  社会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制衡  第一节  约束与监督机制    一、筛选机制、
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的统一    二、道德约束与对权力的限制  第二节  选择与竞争    一、
选择与竞争中的心理因素    二、选择与竞争中的法律约束与道德约束  第三节  信仰与社会制衡    一、
对信仰的理解    二、信仰在社会制衡中的作用    三、理性与信仰  第四节  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安全阀    一
、关于政府在缓解社会矛盾方面的局限性      二、社会内在缓冲机制、疏导机制的建立    三、有形的社
会安全阀和无形的社会安全阀      四、从原有的平衡状态向新的平衡状态的过渡  第七章  道德重整与社
会经济发展  第一节  韦伯理论引起的思考    一、韦伯对伦理因素的强调      二、“韦伯热”的原因      三
、韦伯理论与历史进程的合理性  第二节  道德重整的迫切性    一、新文化、新伦理对旧文化、旧伦理
的代替      二、道德重整与“第二次创业”    第三节  道德重整的长期性    一、道德重整与国民素质的提
高    二、道德重整：空想与现实    第四节  法治、民主与道德重整    一、法治的对立面是非法治      二、
并非任何一种依法办事都等于法治    三、道德重整与民主建设  第五节  社会信任的重建    一、从企业
的生存和发展看重建社会信任的必要    二、从人际关系的和谐看重建社会信任的必要      三、提高政府
公信力的必要      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结束语附录  厉以宁著作目录(1979—2009年)修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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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书中提出，在市场尚未形成与政府尚未出现的漫长岁月里，那时既没有市场调节，也没有政府
调节，习惯与道德调节是这一漫长时间内唯一起作用的调节方式。
不仅远古时期的情况是如此，即使在近代社会，在某些未同外界接触或同外界接触不多的部落里，在
边远的山村、孤岛上，甚至在开拓荒芜地带的移民团体中，市场调节不起作用，政府调节也不起作用
，唯有习惯与道德调节才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作用的调节方式。
因此，完全有理由把习惯与道德调节称做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
第二，书中提出，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能起作用的范围内，由于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全都有局限
性，所以这两种调节之外会留下一些空白。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政府调节可以弥补市场调节的局限性；在另一些情况下，市场调节也可以弥补
政府调节的局限性。
但政府调节是不可能完全弥补市场调节的局限性的，正如市场调节不可能完全弥补政府调节的局限性
一样。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于人是“社会的人”，人不一定只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和选择行为
方式，人也不一定只是被动地接受政府的调节，所以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难以进入到人作为“社会
的人”这个深层次来发挥作用。
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留下的空白只有依靠习惯与道德调节来弥补。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惯与道德调节是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
第三，书中提出，社会生活是一个广泛的领域，其中一部分是交易活动，另一部分是非交易活动。
在交易活动中，市场调节起着基础性调节的作用，政府调节起着高层次调节的作用。
而在非交易活动中，情况便大不一样了。
由于这些活动是非交易性质的，所以不受市场规则的制约，市场机制在非交易活动中是不起作用的。
至于政府调节，则只是划定了非交易活动的范围，使它们不至于越过边界，而并不进入非交易活动范
围之内进行干预。
这样，非交易活动就要由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之外的道德力量来进行调节。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

后记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自1999年出版至今，已经整整十年。
这十年，是中国经济迅速成长的十年，是民生问题备受重视的十年，也是学术界对道德、伦理等课题
日益关注的十年。
十年来的实践，使我懂得了许多当初撰写本书时还不很明白的道理，也使我学习到过去所忽略的一些
领域内的知识。
我感到有必要对全书加以修改、补充，于是决定出这部修订版。
我知道，即使修订版出版了，书中的不少提法仍是很不成熟的。
我只好寄希望于读者，盼他们提出宝贵的意见，指出还有哪些需要改正或推敲之处。
为了修订版的早日出版，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孔和平、罗志荣、郭兆旭、金梅、齐伟娜等同志花费了很
大的精力。
在此谨向他们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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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虽然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习惯与道德调节的探讨远远不够而且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包括交易领域和非交
易领域）人们对习惯与道德调节的重视程度也远远不够但我深信.这种情况以后是会改变的。
我撰写这本著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我的论述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大家一起来加强这方面的研
究工作，并让习惯与道德调节的作用发挥得更加充分。
　　——厉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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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修订版)》是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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