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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商业的发祥地之一，曾经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商业道德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就已总结出许多成功的原则，其中集中体现在商
业道德义利观上面。
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抑商政策，把商业称为“末”，但交换、流通作为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的基本
需要，也在封建社会的夹缝中艰难地发展，曾出现过以爱国为德的弦高，以行义为德的范蠡，以薄利
为德的白圭等一系列著名商界人物，总结出农业和商业之间利益分配的关系，指出“农末俱到，平粜
齐均，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这样的生产与流通平衡发展的原则。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发展中国民
族经济的同时，也出现过许多具有商业道德的著名商界人物，并对商业的义利观发展作出过应有的贡
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商业道德作为一种新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端正服务态度，保证产品质量一直是被提倡的一种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张秉贵等人就是这种商业道德
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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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抑商政策，把商业称为“末”，但交换、流通作为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的
基本需要，也在封建社会的夹缝中艰难地发展，曾出现过以爱国为德的弦高，以行义为德的范蠡，以
薄利为德的白圭等一系列著名商界人物，总结出农业和商业之间利益分配的关系，指出“农末俱到，
平粜齐均，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这样的生产与流通平衡发展的原则。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发展中国民
族经济的同时，也出现过许多具有商业道德的著名商界人物，并对商业的义利观发展作出过应有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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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秦初政策，将中小商人与犯罪的官吏和身份低贱的流民等同对待，征发徭役。
对一些有权有势的富商巨贾，则没收其财产，强令迁居于都城之外边远地带。
唯恐六国残余势力借助商人之财力发动反叛。
不能说想得不周到。
（3）《琅琊石刻》铭文“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是李斯为秦始皇歌功颂德的话，意思是倡导农业为
上，减少工商获利（“末”在古代指“工商”），让百姓（黔首）富起来。
表面看来，抑商贱商是为百姓（主要指农民）着想的，多么冠冕堂皇？
（4）始皇下令，以国都咸阳为中心，向外修建“驰道”与“直道”。
延伸至全国三十六郡。
并统一车轴的轨距。
目的虽是为了军事和政治。
客观上也方便了商旅，促进了货物交流与经济发展。
（5）秦朝货币分两种：一种是黄金铸造，马蹄形的。
称作“上币”，用于朝廷赏赐；一种是黄铜铸成，方孔圆形。
称为“下币”。
用于社会流通，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
后人给它起了绰号“孔方兄”，即泛指钱。
（6）秦用青铜制作的长度量具叫“铜尺”；容积量具叫“铜量”（升与斗）；重量量具叫“铜权”
（秤与砣）。
这些量具之上都镌刻有皇帝的诏书铭文，以表示其权威性。
这一点，对保证商业交易上的公平不欺，倒是很有利的。
统一使用于全国各地，肯定便于物资交流，经济的发展。
功不可没！
（7）虽然始皇明令抑商贱商，使商人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严重的迫害和打击。
但是一手岂能遮天？
在官商触及不到的地方，由于市场的需求，奸滑不轨的商人们还是可以在暗地里做生意的。
而且又有“三统一”的有利条件，还不是如鱼得水般的施展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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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商德》：守诚守信，客无远近，衣食父母，敬之如主，薄利多销，价廉物好，公平竞争，繁荣
市场。
学商言商必读，在商经商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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