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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立人、立业、立国之本，也是个人的品德和境界；诚信与市场经济有

内在联系，是其灵魂。没有诚信就没有市场经济。今日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诚信危机，解决之道在用制度、法律、

道德舆论诸种手段。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人类伦理文化的宝贵资源。中国与西方一致公认的好道德行为准则和做人

做事的最基本的德性。 

  从市场经济来说，诚实守信是其最重要的道德要求。现代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石就在于诚实守信。 

  （1）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诚实守信理念 

  诚与信可以互训，《说文解字》说，“诚、信也”、“信、诚也”。 

  《中庸》一书中，诚是基本的哲学范畴。 

  《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

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孟子亦有大致相同的说法：“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

能动者也”。  

  前一段话的意思说：诚是天道，学习诚即学习天道的人也以天道为道。即诚是天的道，也是人的道。作为天道之

诚，真实不欺，始终按客观规律运行，而无偏颇，作为人道之诚亦应如是观。学习天道掌握了天道的人就是圣人。圣

人作事自然恰到好处，自然就领悟了其中的道理，即事物的中道。圣人一旦选择了善道就坚持到底。 

  这里的“诚者天之道”含有天之所以为天的意义和“以诚为人的天性”的意义。可见，诚有哲学本体论意义，也

有人的道德本体论的意义。 

  以诚为天之道，还有认为天（自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同时它又是圣人的一种境界。 

  《中庸》还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是万事万物的规律，贯穿了物的始

终，否则事物不成其为事物。因此，它也是君子的一种高贵的品质。 

  宋代程颐对“诚”作了如下的解说：“诚者理之安然，致一而不可易也。天下万古，人心物理，皆所同然，有一

无二，虽前圣后圣、若合符节，是乃所谓诚，诚即天道也”。（《经说》卷八） 

  “诚者实理也”（《程氏粹言》） 

  程氏认为，诚是“致一而不可易”之理即永恒的必然规律。所谓“实理”即客观的规律。 

  同时又认为“自然之理”与“当然之理”是一致的，即把自然规律与道德原则视为同一。 

  王夫之对诚的解释最为详尽。他说：“天地有其理，诚也”（《张子正蒙注·<诚明>》） 

  “诚者，天理之实然，无人为之伪也”。（同上） 

  “诚者，天之实理”。（同书《乾称》） 

  这几段话的意思说，天地有理。不仅如此，这个“理”是总括万理的意思，“诚者，约天下之理而无不尽，贯万

事之中而无不通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三） 

  总括万理也包含有道德之理，他说：“说到一个诚字，是极顶字，更无一字可以代释，更无一语可以反形，尽天

下之善而皆有之谓也，通吾身心意知而无不一于善之谓也”。（同书卷九）  

  “诚”字包涵了天下一切之理，天下一切之善。 

  总之这里儒家讲的诚，有哲学本体论的意义，即诚为道、诚为理、诚为善。有自然规律，亦有道德法则之意。 

  儒家大师把诚的意义夸大变成了唯心论之天理，人性固有的先验道德，认为它是天地万物生存生长的根据和动



力。 

  从道德意义上理解诚，儒家大师们认为，诚即信，信即诚，诚或信是人的内在品德又是一种道德境界，这是正确

的见解。 

  “诚”的含义是诚实无欺，或真诚无妄。即不自欺欺人，不弄虚作假。“信”的含义与此相近。信即诚实不欺有

信用，亦即言行一致，忠于诺言。孔子讲诚很少，但讲信很多。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  

  “敬事而信”。  

  “民无信不立”。  

  “信则人任焉”。  

以上诸条，说明“诚”或“信”的本意：一是真实，二是信用，三是信任。 

  这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相互对待最基本的道德。恰如孟子所言：“朋友有信”， “信”是五常德（仁、

义、礼、智、信）之一。 

  当然讲诚信，也不是绝对的，特殊情况允许有例外。但必须是“惟义所在”。诚实守信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

也是治国的根本原则。《论语》中有一段子贡问政的故事。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得已而

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

信不立”。 这话的真正意义是说统治者什么都可以不要。但诚信原则不可以不要。最要紧的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否

则政权立不住。孔子又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荀子则说：“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

也”。 可见，诚实守信，是立人之本，立业之本，也是立国之本。无疑，它是社会中最具普遍意义的一种道德原

则。 

  （2）诚实守信原则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石。 

  作为经济伦理原则的诚实守信，不同于社会一般性的诚信准则，它带有经济活动的特色。 

  首先，商品生产者，销售者向顾客或客户提供的商品，务必货真价实、名实相符，质价相当。 

  其次，履行契约、遵守承诺。一切商业活动、贸易往来，如商品交易、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开发、金融信贷等

等，必须签订协议或合同。协议或合同也就是契约。其中诚实守信是它的灵魂，没有诚实守信的理念和原则，任何协

议或合同都将是一纸空文。 

  诚实守信，在这里不只是道德理念与原则，而且也是法律的理念或原则。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二条明确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

德”。 

  第三，有奖销售、商标、商业广告力求真实可信，任何弄虚作假，欺骗、夸张宣传，都是违悖诚实守信的原则。

理应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与法律的制裁。 

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一切商品的交换活动，都要求交换双方诚实守信、信守承诺、履行合同，不弄虚作假、不坑蒙

欺诈。可见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内生的一种伦理原则。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不仅是物质技术的竞争，商品质量的竞争，人才资源的竞争，更是企业形象与信誉的

竞争。对商品生产或经营者来说，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一流的商业信誉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 

  历代商家，恪守不渝的信条是“诚召天下客”、“誉从信中来”。他们都十分注意企业或商场的形象与声望。 

  历史上先秦时代，以及近代徽商晋商等非常注意诚信，所谓“良贾”、“义商”就是佐证。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

许多爱国商人他们重视商业信誉是举世公认的。例如，世界级超级巨富李嘉诚一生中恪守不谕的信条就是诚信。他

说：“我经常教导他们(指子弟与员工)，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是守信。我现在就算再有多10倍的资金，也不足以应付

那么多的生意。而且很多是别人来找自己的，这些都是因为守信的结果。” 笔者这里再补充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点事

例：99年初20多位欧洲经销商云集青岛与海尔一下子签订了8000多万美元的合同。经销商说，海尔产品质量过硬，信

誉可靠，我们经销得放心。 

  1999年2月22日《青岛日报》的《新闻经济周刊》发布头条新闻，“海尔空调，跨越国界”。其中说： 

  1999年1月底，海尔集团空调器有限总公司应邀参加了美国芝加哥举行的“第59届芝加哥国际制冷展”……世界

最著名的美国最大的家电公司通用电器公司负责全球空调销售的培利先生……感叹：“今天真是不虚此行，我们不久

前得知，海尔在英国《金融时报》评选的1998年亚太最具信用公司中进入前七名，今天一看果然名不虚传，我预言，

海尔将是未来的美国通用电器，我们要全面扩大与海尔的合作”。  



  毫无疑问，信誉是海尔走向世界的保证，我们在海尔身上看到了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相反，不讲诚信的企业，在市场上就没有立足之地。 

  众所周知，美国百事可乐公司1992年在菲律宾开展有奖促销活动，因为不按事先承诺兑现奖品，引起一场风波，

被许多消费者告上法庭。从此声名狼藉，百事可乐在菲律宾销售量一落千丈。诚如富兰克林说：“信用就是金钱”。

对企业或公司而言，不讲诚信之德，不讲信誉或信用，就是给自己断财路。 

  讲诚信，或讲信用，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即财源将滚滚而来，市场主体追求诚信，努力照诚信原则办事，

乃自然之理，这再次证明诚信是市场经济内生的道德理念。不只如此，讲诚信、讲信用，还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效

益，使人与人之间彼此依赖，真诚地合作。 

  （3）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诚信危机分析 

  我们今天中国社会面临“三信”危机，即信用危机、信任危机、信仰危机。而且具有非常严重的普遍性。首先是

市场信用危机，假货充斥市场，没有什么产品没有假的，打假打不胜打，商业往来不守合同，不履行协议屡见不鲜。

其次是信任危机，对政府官员不信任，认为他们以权谋私是相当普遍的，经常欺上瞒下，谎报成绩，捞取政治资本，

骗取荣誉。近年来对教师（尤其中小学）、医生也越来越不信任，认为他们想方设法在捞钱。再次是信仰危机，没有

理想，没有信念，没有精神寄托。认为共产主义是空想，马列主义过时了，毛泽东思想不灵了，邓小平理论也没什么

了不起，不过是黑猫白猫而已。 

  最糟糕的是人们普遍滋生一种不良的心态：怀疑一切。认为什么都不值得信赖，除了自我之外，谁都不能相信。

记得有一篇描写这种心态的文章，写得很有趣： 

  这种心态在日常的交往中，首先假定对方是不值得信任的，然后再逐步排除这种假定，而不是首先假定对方是值

得信赖的。如去商店里买瓶酒，人们总是问，这酒是不是假酒？而不是问，这酒是好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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