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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AE_BA_E7_83_c26_515608.htm “三鹿”毒奶粉，不仅害

了婴幼儿，也害了整个中国奶业，更害了整个“中国制造”

。在愤考，试大网站收集怒之余，笔者却产生出另外一种奇

怪想法“感谢三鹿”。因为“三鹿”再次提醒我们思考法治

与德治的关系。9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

指出：这些重大安全事故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

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

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9

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了解患病儿童救治情况时表示：

“这起事件暴露出政府监管不力，也反映出一些企业缺乏职

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良心’”。总

书记和总理从不同角度告诫我们：一些干部和企业存在严重

的道德缺失问题，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法治，更需要德治。 市

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 市场经济就是法

制经济，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家公认的一句话，但是却很少

有人注意到：市场经济更应该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其实就

是通过利益驱动，而鼓励人们创造财富，从而推动社会快速

进步的经济。但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仅仅依靠法律约束，

而缺乏道德约束，就很容易陷入见利忘义、损人利己、尔虞

我诈的道德沦陷之中，最终仅靠法律“一条腿走路”也将无

能为力。 第一，法律只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道德

则是一种内在的、偏重于自律性的规范；而道德的这种内在

的自律功能，要比法律的外在强制力效果更佳。上次有关“



大头娃娃”的奶粉事件刚落下帷幕，又发生更严重的“结石

娃娃”，足以说明奶业经营者并不会因法律制裁而心悦诚服

。 第二，法律只是事后处罚，明显滞后，预防不足，而道德

则重于事先预防。比如这次奶粉事件，法律只能在成千上万

的婴幼儿受害以后才发现；但如果人们的道德素质高，就根

本不会发生如此严重的伤天害理之事。 第三，法律调整的范

围非常有限，不可能对所有行为都做出规范。而道德则具有

无限调整范围的优势，可以说，所有行为都受道德的规范与

约束。这次出了“结石娃娃”事件，而有毒有害的食品又岂

止奶粉？连有些菜民都是将打药的菜卖给城里人，而自己只

吃不打药的⋯⋯这些行为法律都没办法，但却都属于道德规

范的调整范围。 正因为如此，法治与德治历来都是同时并用

的两大社会控制手段，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而且也不能相互替代。在当前充满利益诱惑和利益驱动下，

法制建设如果得不到作为广大民众内心信念的道德支持，就

很难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道德调控手段的严重

缺失 当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实践使人们对“利”的追求合

法化时，传统的与“利”相对立的“义”（如大公无私、毫

不利己等等）便失去了原来的控制力。不少人甚至认为，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可以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了。各种

践踏道德的假冒伪劣行为，都可以在“市场经济”的幌子下

变成心安理得之举。 加之，我们偏重强调经济建设、法制建

设而忽略道德建设，或者是没有找到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

所以在法律日益健全的同时，社会道德却失范。在为追逐利

益而忘记社会责任、甚至丢掉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而毫不愧疚

的心理状态下，法律的“杀一”就真的能够“儆百”吗？ 相



反，有些经营者自身道德素质比较高，能够自我道德约束的

，就能够在企业内部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不仅企业凝聚力

强，而且决不会“伤天害理”。比如煤矿安全事故问题，虽

然政府设置了专门的监管机构、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但安

全事故却仍触目惊心。 而笔者的一位同学在山西和贵州开的

煤矿居然能够30余年不发生任何事故，一直被当地评为模范

煤矿。当我问他，是否因严格执行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才

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他的回答“语出惊人”。 他说，自己从

来不知道有什么法律法规，只知道做三件事：一是善待工人

，把工人当着自己的兄弟，不但要按时足额发工资，而且不

惜巨资为矿工建住宅，接家属、逢年过节送大米白面和肉食

等等；二是严格责任分工，责任到人，干不好的“立即走人

”；三是不惜巨资配备最先进的井下监控设备，保护矿工生

命安全。 听他一席话，我明白：他之所以能够真正做到安全

生产，是因为他没有像其他的矿主那样见利忘义，是道德的

自我控制发挥了作用。 如何重建我们的道德规范体系 目前，

面对道德规范手段严重缺失、进而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法制建

设的局面，重建道德规范体系已是刻不容缓。 首先，我们要

选准重建道德控制体系的方向。目前当务之急，就是在继续

健全市场经济法制的同时，尽快重建新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的道德控制体系，法治与德治并行不悖，确保既发展又稳定

。 其次，要选好重建道德控制体系的内容。中共中央2001

年10月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一代党中央领

导适时提出“八荣八耻”等基本道德规范，非常必要。还应

重建一个不排斥物质利益追求的实事求是、义利并重的道德

观念。一个社会只有崇尚正当功利，只有让每个人都去追求



正当合法的利益，才能迅速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整个社会才

能得到最快发展。 第三，要选对重建道德规范体系的载体。

这种载体，也就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倡导我们新时期的道德规

范，使其真正深入人心，至关重要。既不要神也不要神化的

人，而只是实事求是地宣传社会公德和执政者的道德理念，

以理服人。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没有任何欺骗性的客观载

体。尽管道德重建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

至于继续恶化，再次出现“大头娃娃”、“三鹿”等这些“

丧尽天良”的行为。 道德的载体不仅需要客观真实，更需要

有足够的威慑力和吸引力。对于公众道德重建，除继续采取

惠民政策和加强新时期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相配合外，还可

以主动引导、宣传和提倡一些经过历史证明是有利于社会进

步和稳定的宗教信仰（如佛教、基督教、道教和传统儒教等

），将那些暂时“信仰缺失”的普考试，大网站收集通公众

引导到规范的宗教信仰这边来，这样既能够尽快解决他们信

仰缺失问题，又能够避免他们相信邪教而误入歧途。 总之，

我们在继续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同时，应继续

加强道德规范建设，采取坚决的、切实可行的措施，把法治

与德治两者结合起来，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

规范体系。 这不仅是关系到公众的生产、生活安全，也是关

系到像“三鹿”这样的民族品牌和民族工商业，关系到我们

的“中国制造”，更关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

。"#F2F7FB"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