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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信用伦理研究》

前言

哲学被称为后思之学，哲学工作也因此被看做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理论反思工作。作为哲学的
一个构成部分，伦理学当然也具有这种“事后”反思的理论特点，更何况诸如恩格斯这样的哲学家还
曾特别指出过，人们的道德观念总是或多或少地滞后于人们的道德生活实践。从人类心理（意识）发
生学的意义上看，这样说不无道理。然而，康德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类的道德观念或道德思维并不一
定总是“后验的”，某些“先验的”观念形式或理论原则常常是保证人类道德行为之普遍正当性和合
道德性的前提条件。一个完整的“道德形（而）上”理论图式（伦理学基础理论）的建构，应当是从
特殊的道德经验中抽演出具有普遍实践意义的道德原理（原则），然后再将后者贯彻落实于前者的一
个往返循环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在人类既定的道德文明和文化（包括道德理论）事实面前，人们
的道德生活实践和道德理论思考都不是从零开始的；相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总是从某种既定的东
西开始的。再用康德的话说，现代人类社会已然成为文明的社会，而现代人则已然成为文明化了的人
。因此，在人们的道德实践或行为与人类的道德观念或原理之间，或者，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世界与道
德观念世界之间，界限、次序、互动或转换实际已经难以割裂，难以截然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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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信用伦理研究》

内容概要

《财经信用伦理研究》以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为背景，阐明了现代性的信用危机是当代财经信
用体系运转不良的症结所在。以此为由，《财经信用伦理研究》以边缘交叉性学科知识——经济伦理
学为基本的价值立场与分析工具，全面而系统地梳理并探讨了当代财经信用体系中各信用职能领域内
的信用状况及其相关问题，涵盖了颇具前沿性的金融伦理、会计伦理、财税伦理、审计伦理和企业伦
理等，以问题视角为线索，就信用伦理、信用诚信、道德风险、广告伦理等财经信用体系中热门话题
进行了独到地伦理解读与道德分析。通过对不同信用领域和不同信用问题的分析和探讨，《财经信用
伦理研究》对当代财经信用体系中伦理机制的生成、变动、发展等 系列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理论见解。
在此基础之上，《财经信用伦理研究》还以面向实践的对策性研究为旨归，就财经信用体系中伦理机
制的建设问题提供了具有操作性和实效性的工作思路和运作方式，以期促进和推动我国财经信用体系
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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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信用伦理研究》

作者简介

郭建新，教授，女，1955年生，江苏南京人。法学硕士，现任南京审计学院人文社科系主任，中国民
主促进会南京审计学院支部主任，江苏省伦理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家政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政治
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学校伦理学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经济伦理、高校德育。曾主持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重点项目1项，省级人文社科项目3项，作为主要参与者参加3项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研究工作。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财经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财经伦理机制研
究》成果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评定的优秀等级。著、主编著作12部，发表论文50余篇。获得
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2项，厅局级科研成果奖8项、教学成果奖8项。主
持建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被江苏省教育厅授予优秀精品课程。两度获得江苏省思想政
治教育先进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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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财经信用的伦理维度一、现代经济信用及其道德反思二、伦理视阈中的现代经济信用第二
章 信用与诚信伦理一、信用及其本质二、信用与诚信三、信用的道德之维第三章 信用体系与信用伦
理一、信用体系的伦理价值分析二、信用伦理危机及其根源分析三、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根本路径第
四章 道德风险的伦理透视一、道德风险概述二、道德风险的生成机制三、道德风险的防范措施四、道
德风险的实证剖析第五章 财经伦理的历史演变与现状一、我国封建社会的财经伦理萌芽二、资本主义
社会的财经伦理思想三、社会主义财经伦理的初步提出四、当前我国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财经伦理建设
第六章 金融信用的伦理蕴涵一、金融伦理研究概述二、金融信用与金融伦理三、金融信用缺失及对策
分析四、建构金融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第七章 金融信用与伦理自律一、金融信用与诚信原则二、金融信
用的缺失与经济伦理分析三、金融诚信体系建设中的伦理自律第八章 会计伦理的理论蕴涵一、会计与
伦理二、会计伦理与伦理会计三、会计伦理的研究现状与发展第九章 会计诚信的伦理环境建设一、会
计诚信的现状分析二、会计诚信伦理环境建设的思路第十章 财税风险消减与伦理制度建设一、财税风
险的伦理探因二、财税伦理依存于财税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第十一章 审计关系与审计伦理一、审计的本
质与审计关系二、审计伦理的内涵三、审计伦理研究的应用第十二章 审计风险与伦理建设一、审计风
险及其影响二、审计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三、审计责任与伦理建设第十三章 企业信用与伦理一、企业
信用的伦理内涵二、企业信用与道德实现三、企业信用与道德功能第十四章 广告信用与伦理规范一、
现代广告信用的伦理呼唤二、现代广告失信的伦理追问三、建立现代广告信用的伦理机制第十五章 信
用道德体系现状分析——江苏省银行信用道德体系调查研究报告一、江苏省银行信用道德体系调查统
计数据二、信用道德体系现状原因分析三、完善信用道德体系对策建议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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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财经信用的伦理维度本世纪初，美国安然公司，安必信会计事务所，世通公司等世界知名的大
企业相继爆出信用丑闻。一时间，公众对企业的信用活动纷纷产生质疑，要求企业在更为广泛的意义
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然而，仅在很短的时间，2008年危及全球的金融海啸，又一次把“信用危机”
这一字眼带人了人们的视线。面对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一次比一次“杀伤力”更强的信用危机，人
们似乎已经开始意识到：整个资本主义的信用体系中存在着挥之不去的痼疾。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
上信用征信最为发达的国家，其信用体系的发展已有160多年的历史。那么，为什么一个信用制度体系
如此发达的国度，会成为信用危机的“重灾区”呢？固然，美国的信用危机有其资本主义制度中根深
蒂固的问题，然而，我们认为，除此之外美国整个信用制度体系中的伦理机制也已经失灵。任何一种
信用体系，若是伦理机制不再有效，那么维系和支持信用体系的信任基础就会崩溃，从而，找到信用
体系的伦理基础并探寻和发展相应的伦理机制就成为发展信用体系的关键。为此，我们首先就应以财
经伦理的眼光和立场来研究信用体系。宽泛地说，财经伦理就是经济伦理。因为财经就是财政和经济
的统称，它几乎涉及社会经济职能的大部分领域。只不过，财经是一种较经济且更为务实的称谓，它
更多地是从经济职能部门的角度来考察经济实践问题，诸如会计、金融、贸易、工商、财政、税收、
审计、统计等都属于这个范围。因此，财经伦理往往也被看做是一种职业道德规范体系，是不同的社
会经济职能部门的职业道德要求。从而，研究财经伦理，也就是系统研究财经体系的伦理内涵和道德
基础，并为财经职能部门的职业道德规范提供正当性和合理性的说明。因此，当我们在讨论财经伦理
中的信用问题时，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来把握的：其一，从经济伦理的意义上对财经活动中信用问题
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提供理论说明，分析其正当性与合理性。其二，在规范性的层面上，为违约不
同财经职能部门的职业道德规范提供思路与途径。其目的在于，把具有正当性和实效性的伦理机制引
入财经信用体系，使信用在财经活动中能够持续、稳固地发挥作用，从而规避财经领域内的失信风险
。一、现代经济信用及其道德反思信用作为一种交易方式，区别于实物交易与货币交易，在很早以前
就已经出现。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常提及的信用概念，实质上只是对个人品性的评价，两者不可
混为一谈。所以，我们这里所谈的信用，首先是从它的经济意义上来说的也即经济信用。并且了解经
济信用，把握其本质和规律，将有助于我们对其他信用形式的理解。（一）经济信用的现代性特征我
们认为，在现代性的社会，经济信用的特征在以下三个方面与传统信用有所不同：其一，现代性的经
济信用是一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具有普适性的交易方式。经济信用最初源于商品赊销中的商业信用
，伴随着货币信用的发展，现代信用体系逐渐演变为以银行信用为核心的金融信用体系。然而在传统
社会，经济信用只维持在惯例经济当中。信用局限于小团体、商业联合会和熟人圈中。由于传统的信
用交易无法超出自然经济的樊篱，它的实施和保障还主要依靠个体的伦理道德的作用。因此，信用只
是作为实物交易与货币交易偶然的补充，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并且，此时的经济信用基本上靠私
人间的相互信任来维系。因此，这似乎也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自古以来信用的经济含义和道德含义
经常被混淆在一起。然而，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却真正地解放了信用。市场所要求的统一性，使“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
赖所代替了”。如果说，信用在传统社会中只是实物交易和货币交易的偶然补充，那么在资本主义时
代，实物交易和货币交易就开始逐渐地让位于信用交易而降至补充的地位了。并且，随着现代信息技
术的发展以及交通工具的便利，信用活动在地域上的局限逐渐被打破。信用的发展与信息技术、经济
增长之问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其二，现代性的经济信用是由一个体系完备、职能明确、划界清
晰的制度体系为座架的。它不仅有市场经济的支撑、信息技术上的支持、法律上的保障、社会信用体
系的维护，更为重要的是，维系经济信用的这些社会要素彼此之间保持着高度复杂的相互依赖，在现
代社会的信用生活中，任何一种类型的信用形式都很难孤立地存在。我们无法想像没有技术支持的大
规模的信用交易，尤其是在金融市场中。同时，缺乏相关的信用立法和法制监管，我们也很难想像如
此复杂的信用生活如何才能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现代信用生活中，信用的任何
一种形式都必须依赖一定的信用体系才能发挥作用。反过来说，信用形式也受信用体系的牵制和左右
，从社会性的角度来说，没有信用体系，也就没有各种类型的信用形式。其三，在整个以经济信用为
基础的现代信用体系当中，缺乏与之相契合、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尽管在惯例经济当中，信用的维持
和发展主要靠小范围内的伦理道德来维系；但是，从另一方面讲，那时的伦理道德虽然在信用生活中
有积极作用，但却限制了信用生活的规模和活力。然而，不幸的是，现代信用体系在突破了伦理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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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信用伦理研究》

的樊篱之后，也随之掩埋了信用的整个道德基础。技术中心主义与法制中心主义充斥着现代信用市场
，人们越来越热衷于追求信用体系在技术上的改良和法制体系上的健全做外在的约束和监管与内在的
信任和责任愈发成为互不相干的“两张皮，从而在统一的制服下，各自怀着一颗不同的道德良心”。
（二）现代信用危机所引发的道德思考在全球性的信用危机尚未爆发之前，人们对经济信用的自我发
展能力是普遍乐观的。危机引发了人们的深层次思考，它无疑将使人们对经济信用的理解与把握更加
成熟。在所有的反思中，道德考量是最为明显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说明了，在现代信用体系中道
德的基础是何等的脆弱，道德与信用生活中其他类型的因素相比是何等的“营养不良”。在对现代信
用危机的缘由说明中，有些人倾向于把一些经济失信现象单纯地归咎于道德上的原因。但是，对某些
经济信用问题的道德批判似乎并不具备某种知识的正当性。学界对此问题也早有洞见。然而，这是否
说明了，在一定意义上，经济信用与社会伦理道德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呢？20世纪，福山在
《信任》一书中曾通篇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人类的经济生活其实是根植于他们的社会生活之上
，不能将经济活动从它所发生的社会里抽离出来，并和该社会的风俗、道德、习惯分别处理。简言之
，经济无法脱离文化的背景。”福山在这里所说的文化的背景就是一种以信任为内涵的社会伦理文化
。相似地观点，我们同样可以在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发现。不过，在财经伦理
的语境中分析信用时必须保持学术谨慎。一方面，在现代信用体系中，经济信用无疑是基础与核心，
这一地位是社会伦理道德所无法取代的。另一方面，完全抛掷经济信用中所不可或缺的伦理维度和道
德基础同样也是不明智的。关键在于，道德是否能够在适当的维度内说明信用中的财经伦理问题。一
般认为，经济信用是一种契约性的交易关系。简单地说，它是指信用双方根据一定的交易对象，以契
约的形式规定各方的收益。在信用关系中，交易的全过程必须依赖明晰的产权基础、合法的契约保障
、有效的制度安排、对称的信息传递、公共权力的维系。可以说，满足以上条件，即可以构成一个相
对完备的信用制度。然而，这种完备通常只体现在理论上。正如波普用没有士兵的城堡比拟形同虚设
的制度。理论上一个完备的制度体系并不意味着相应的实际结果。对于经济信用来说，利益的不确定
性是它的首要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信用所带来的利益是一种风险收益。在利益交换的过程中，
受信方把自身利益的一部分让渡给对方。相应地，他事先履行了交易的义务而给予了授信方先行占有
全部交易对象的权利。这里，有一个时空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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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信用伦理研究》

后记

《财经信用伦理研究》是南京审计学院郭建新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4Bzx053），课题组成
员有：李玉琴、任德新、龚剑玲、许莉、郭宏之、朱明秀、李祥、许文蓓、张霄、郭晔、张露、张娟
、张曦、陈红桂、金丹、张恒、高月兰。该项目的研究立足于剖析现代财经信用体系中所存在的问题
，从经济伦理的视角对当代中国财经信用体系的伦理内涵和道德维度进行了系统化的论述，并充分结
合大量的实证材料、调研报告和分析数据对构建出一套适合中国财经信用体系建设的伦理机制进行了
对策性研究。该项目的研究主要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频繁爆出
的信用丑闻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现代财经信用体系的广泛关注。对此，学界从多学科的研究视角进
行了不同维度的分析和说明。然而问题是，在我们这个崇尚法制和制度建设的时代，为什么在如此繁
冗和精细的法律条文与制度体系中，仍然会爆发如此大规模的信用危机呢？我们认为，仅仅把这些失
信问题归咎于经济责任或道德责任都不是对此问题的对症式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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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郭建新在财经信用伦理领域有着开拓性的创新性研究。本书对现代信用危机防范有独到的见解。主张
在财经信用体系中引入伦理机制有助于优化和补充当前财经信用体系中的法律规范体系建设与制度规
范的设计和安排，对策性的研究不仅能够对系统化的财经信用体系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和途径，
对财经信用领域进行行业职业道德规范建设也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万俊人（清华大学哲
学系教授，本丛书主编）本书是在新兴的经济伦理学知识理论基础上对财经信用体系中的伦理机制作
出的系统研究，也是对我国财经伦理学的体系构建做出的开创性探索，丰富了财经伦理研究的知识资
源，拓宽了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促进了各财经领域所涉及的学科知识与经济伦理学知识的边
缘交叉与融合，是部门经济伦理学研究的一种有价值的理论尝试。　　——王小锡（南京师范大学哲
学系教授，本丛书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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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信用伦理研究》

编辑推荐

《财经信用伦理研究》介绍：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频繁爆出的信用丑闻事件引起了社会
各界对现代财经信用体系的广泛关注。对此，学界从多学科的研究视角进行了不同维度的分析和说明
。然而问题是，在我们这个崇尚法制和制度建设的时代，为什么在如此繁冗和精细的法律条文与制度
体系中，仍然会爆发如此大规模的信用危机呢？我们认为，仅仅把这些失信问题归咎于经济责任或道
德责任都不是对此问题的对症式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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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信用伦理研究》

精彩短评

1、洋洋洒洒，不关痛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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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信用伦理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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