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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企业的伦理精神

(宝钢集团公司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樊纯诗 钱蕾

21 世纪将给企业伦理的深入发展提供新的天地，伦理文化的创新列人企业发展战略是企业进行正常经营活动和发展的需要。

目前，伦理学界对企业伦理理论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为个别企业的伦理精神所作的个案分析似不多见。我们注意

到，曾以规模、技术和规范化管理闻名的宝钢企业，今日又以立足自身管理实践凝练而成的企业伦理精神再次令国人瞩目。宝

钢紧紧抓住发展企业伦理的契机，结合时代特征和本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以“原源之辨”为方法论原则，对从日本引进的企业

管理经验、大庆精神和儒家伦理精神进行整合，创造出了以“学习、创新、求真、务实”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精神。

这里我们试对此作一初步分析和概括。

“原源之辨”是朱贻庭教授提出的用来探讨社会伦理建构成因的一种方法论原理，在这里我们用来研究宝钢企业伦理精神

的理论前提和方法论原则。“原”指的是本原和根据，包括社会现实的经济关系、政治状况、社会结构及其变革，它决定了宝钢

企业伦理精神的社会性质、价值导向和时代特点。“源”指渊源和资源，包含历史中形成的传统伦理文化和外来的伦理文化在内。

“源”不仅影响着宝钢企业伦理精神的建构，而且为这个现实的伦理精神提供可以选择的文化资源。作为渊源的文化资源必然

受到作为本原的现实条件的检验、改造、筛选，从而实现“原源”的重新整合，形成有时代特征和本民族、本企业特色的伦理

精神。“原源”整合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多种伦理资源的渗透、整合。其二，本原对伦理资源的改造和检验。当然，不能将

两者完全割裂开来，它们本是统一在一个整合的过程中的。

多种伦理资源的渗透、整合，产生“和同之辨”的新问题。中国古人有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的基本含义是指

新事物的形成与发展总是由各个不同的对立面相互统一而产生，即不同的东西的和合、掺和、和谐统一；“同”的基本含义是指

只有某一面的自我同一，即相同的东西的简单相加或同一，那是永远也不会产生新事物的。这种明辨"和同"的思想在宝钢企业

对待伦理资源问题上，显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即对伦理资源所持的态度不是同而是和，不能简单相加而要有机整合，也就是

孔子说的“和而不同”。“和”并非是否认存在着不同的事物，相反，它恰恰是承认存在着不同质的事物，并以此为基础，进一

步将不同质的事物统一成为新的事物。在这个“和”或“统一”的过程中，有量变，也有质变；有肯定，也有否定。但绝非你

死我活和有你无我的对抗，而是不同质事物间相互承认、相互包容、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而组建的一个新的统一体，

即新生事物。概括地说，“和实生物”或日“和而生”是不同事物间彼此友好和合、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共同创新。

“和而生”内化为宝钢本企业的伦理文化就是“学习与创新”的伦理精神。宝钢企业的生命力之所在就是：以学习为前提

进行改革和创新。对“源”的吸收整合是学习过程，进而，对伦理资源的学习也是创新过程。这样，整合出来的伦理文化就不

是几种伦理资源的简单相加，而是它们互相渗透、共同创新而成的新生有机体。“源”作为宝钢企业伦理精神的渊源，主要包

含了三个方面。第一，建厂初期引进日本企业管理的伦理经验-日本企业管理中的“团队精神”；日本企业处理“政企关系”的

方式；日本企业“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第二，大庆精神-大庆艰苦创业精神；大庆敬业精神；严格追求产品质量的品质；为掌

握科学技术而勤奋学习并技术创新的品格。第三，儒家伦理精神-“民为本”的德治管理；“和为贵”的人和思想；“举贤任贤”

的人才观。对传统和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体现了宝钢企业“学习与创新”的伦理精神。

在立足本原对伦理资源的改造、检验和筛选上，是以“求真、务实”的伦理精神作为指导的。“原”作为宝钢企业伦理精

神的本原和根据，包含了经济、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实际。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阶段，带来社会结构和利益

关系的调整，根本标志是人的依赖性向独立性转变。当人成为利益主体，成为利益的自主者，就必然引起以“义利”、“群己”

关系为核心的伦理关系变革。同时，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企业法人形成了自觉的独立意识、权利意识以及自觉自愿的责任意

识的统一；国有企业资产重组引起企业内外部关系的变化，要求企业改变原先一贯的生产经营理念，呈现面向市场、面向竞争

的独立姿态。内外部伦理关系的变革引起宝钢相对管理实践而言的伦理理念的变革，即其伦理精神的创新。对此，宝钢需要考

察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性价值，需要吸收外来伦理文化的合理内涵，但其对多种伦理资源的整合是以“原源”的整合为前提的，



2

传统儒家伦理、大庆精神、日本企业管理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相互渗透、共同创新不能脱离当今中国实际，即上面提及的本

原和根据。宝钢对伦理资源的学习以及对伦理精神的创新都立足于本国现状和本企业特色，因此，“求真、务实”精神是“学

习、创新”精神的前提。

“学习、创新、求真、务实”是宝钢企业伦理精神的核心，但在各个层面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人和”思想和企业集体主义。审视宝钢与国家、政府的关系定位，对日本企业“政企关系”进行反思，通过对日本企业

管理“企业团队精神”的扬弃，吸收儒家的“人和”思想，从而构建了新型的企业集体主义。单打独斗不可能获得现时代的成

功，光靠领导者弹精竭虑而没有员工的积极参与，只是提高员工的个人能力而没有有效的团队协作和思想管理，在竞争日益加

剧的今天已没有生命力了。要想取得成功，就应充分运作人力资源，在最大程度上形成团队的凝聚力，让每一个团队成员都明

确自己的责任，从而发挥他自己的作用。宝钢企业从宏观上树立自己的团体精神，作为统领全体成员的一种价值导向，决定了

团队合力的正确性质和方向。在具体方面则把握好企业与员工二者之间的关系，制定代表全体员工利益和意愿的企业目标，并

形成以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以之作为凝聚力的基础。

人本管理精神。宝钢在其内部管理中，对日本企业“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加以引进；对日本企业“作业长制度”合理

内涵加以改造和吸收；制定了员工岗位道德规范和劳动纪律，实施岗位培训、继续教育和自主管理。人本管理相对于物本管理

而言，后者之根本着眼点在于研究企业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物质技术设备的潜力，而前者则重视人的因素，服从于人的需要和

特点，满足人的需要、协调人际关系、激发人的工作热情、发挥人的潜能，以此为企业管理的立足点。企业要成为一流的企业，

必须要有一流的产品；要有一流的产品，必须要有一流的技术；要有一流的技术，必须要有一流的人才。优秀人才是一切财富

中最珍贵的财富，是一种创造性的财富。宝钢企业强调人的素质在企业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坚持以人为本，实行人本管理，把

塑造员工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作为企业的动力源，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努力做好培育人、激励人和提高人的工作，

把人和人的素质放在生产经营与管理的制高点。

社会责任意识和生态伦理精神。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或伦理精神，必定不会抛弃历史人文精神的精华。宝钢在处理企业与

社会关系的伦理定位上将大庆精神对社会责任的重视和儒家的生态伦理精神融合起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儒家关于人与

自然关系的思想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尽人之性”；二是“尽物之性”；进而设置了“正德、利用、厚生”的德目。儒家

一方面重视利用厚生以表现精神，完成人之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又不仅仅以物为文化之手段或材料，而将自然万物之变

化生长本身，仍视为有独立存在的价值，“用物不求竭物，使之恒有余而不尽”。这与今日主张回归自然的现代生态观所追寻

的目标是一致的。现代生态文明观要求从现代科学技术的整体性出发，以人类与生物圈的共存为价值取向发展生产力，以人类

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为中心建立生态化的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从而保证人类的世代延续和“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

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能动地调控“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使人类在不超越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的条件下，促进

经济发展，保持经济发展。

以诚信为本的市场道德。宝钢在处理与市场的关系层面上，奉行诚信为本、顾客至上的市场道德。企业只要面向市场和用

户，就必然存在与消费者的关系定位。在企业向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只要是商品买卖行为，就会有权利和义务的关

系存在。由于市场交往行为中，企业的自身目的最终是为了出卖自己的商品以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而要达此目的，就必须让

顾客或用户承认商品的使用价值。因此，企业不仅有必要承担对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还要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以顾客

满意为宗旨来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基于此，“用户满意战略”是宝钢企业的一项重要市场战略。此外，企业在实现商品的

社会价值时，又必然遇到激烈的市场竞争。这就要求企业的市场交往行为必须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正常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的

权益。据此，宝钢企业市场交往行为的基本伦理模式，用中国传统伦理的概念来表述，就是“见利思义”、“正义谋利”，宝

钢坚决反对“见利忘义”的极端功利主义和企业利己主义，以“同时拥抱灵魂和利润”为价值目标。

宝钢企业在伦理资源相互渗透上的“和同之辨”、“原源”整合的方法论以及“学习、创新、求真、务实”的核心伦理精

神，作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文化，需要我们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整理和研究，这种研究将对中国企业伦理的发展提供一定

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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