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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精神的结构及其价值观涵量 

赵定东 

（杭州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指出，从事件与关系的内在一致性上分析，各文明古国未生成普遍应用的公理系统，如中国

的史学、印度的政治思想、西方以外的音乐艺术、建筑、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权力机制，都不如西方那么严密、合理。西方

独具宗教观、经济生活、技术、科学研究、军事训练、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化特征，尤其是能够采取理性化行动类型的社会

精神气质。而在中国，儒家维护现存社会，主张中庸之道，重视血缘关系、剥夺统一人格的追求，从而限制了理性的成长、职

业的分途、劳动的合理组织与计算，外加道教的遁世观念的影响，以及有效率的货币制度的缺乏，加上官僚制的低效率行政体

系、血缘体系的超法律运作及城市行会的非独立性导致了东西方精神文化的差异。 

马克斯·韦伯的这种类型分析，其特点：一是以复合体看待伦理与社会的互动，克服了要素分析以局部证整体的局限；二

是透过经济现象，在其背后寻找出支持某一经济行为类型的精神气质，克服了要素分析难以抓住问题实质的弱点；三是理论判

断与经验事实有着完全的一致性，可以解释资本主义在西方发生的必然，和在中国发生的不可能性，克服了要素分析不能说明

中西同具某一条件为何西方发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中国却未曾发育而出的缺陷。 

姑且不论马克斯·韦伯观点的局限性，但这种分析路径对于认识和理解浙江精神及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也有一定的借鉴价

值。 

浙江精神的四重结构 

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的心理状态，也指表现出来的活力。因此它是一个中性词，但在实际运用中，它是中

性褒用。 

具体到浙江精神，主要是指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浙江特质。2000 年浙江省委

扩大会议将“浙江精神”定义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16 字，这个提炼很有意义，但从复合体看，也

有一些平面化缺陷。我个人认为总结浙江精神不能排除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坐标体系。从这点出发，我将浙江精神概括

为四重结构：适时的人文精神、进取的商业精神、务实的科学精神、诚信的职业精神。 

所谓适时的人文精神是就浙江的历史文化背景而言的，它体现为“经世致用”和“工商为本”两个方面。我们知道，从经

济发展的外在要素说，浙江有“四缺”，即缺天赋的自然资源、缺良好的工业基础、缺外资的推动力、缺特殊的优惠政策，但浙

江的经济发展成就突破了这四点的制约，一个重要原因是浙江本土文化包涵着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经世致用和工商为本的人文精

神。关于这一点如陈锐教授、方同义教授等专家学者对浙东学术文化中的“重利”和“重商”思想展开了诸多分析。我想补充

的是，这种文化是浙江自发自生的，是地域本土化的一种推动力。是在潜意识里就有的“天人相分”因子对传统中国“安息于

土地”社会价值观的扬弃。 

所谓进取的商业精神是就浙江民营企业即浙商良好的冒险与创业精神以及企业创新精神产生的创业效应现实而言的。主要

体现为自主创新和图强勤勉两个部分。就目前研究现状看，有学者如张宗和指出了当代浙商精神体系的三大主观要件：求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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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创新意识和学习意识。从浙商精神的内涵和要素来看，有学者如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林吕建研究员等提出概括与提

炼应是从两个阶段进行：创业期和守业开拓期。认为创业期的浙商精神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炽烈企业家精神”，他们不怕

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而守业开拓期的浙商，主要是通过艰苦奋斗和改革创新，稳定持续地保有自己的

商业成果，并使之进一步巩固与扩大。 

所谓务实的科学精神是就浙江本土地域中所包含的理性与感性有机结合的求真特质而言的。它体现为浙江贪大而不拒小、

求富而不嫌贫、求变而不弃稳三个方面。初看浙江的商业表现，其成就很大部分是在传统以外的“非边际”制度创新方面先走

了一步的结果，诸如一发而不可收的私人经济、“浙江特色”的股份合作制、“遍地开花”的各种专业市场等等，但从社会角度

看，这恰恰又是主张唯真理是从、崇尚脚踏实地、注重实效的科学精神体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 这种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

得到了发挥的土壤。浙江企业的初创大多靠吃苦耐劳 , 但也看到，企业对科学技术的投入使得浙江企业家有“知识英雄”称谓，

经营层次越来越高。在这个意义上说，有时精神资源比物质资源具有更为关键性的意义。 

诚信的职业精神是学界在总结浙江精神时容易忽视的一个方面。它是指浙江人讲实际、肯学习、善经营、重实干、求成效

的职业操守中的重要方面。如商业行为发展出的信用观念和体系的确立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资本同时，又成为浙江

社会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动力源。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观念体系还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 

浙江精神的价值观取向 

价值观是指对经济、政治、道德、金钱等所持有的总的看法。一般而言，由于人的社会地位不同，价值观有所差异。价值

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属于上层建筑，它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在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变为另一种社会经

济结构时，价值观念变化着、发展着，并反映着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 

从浙江精神的概括中可以看出，其价值观取向主要体现为通世变、重实利、善运作三个方面。 

所谓通世变是指浙江在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能否不拘一格，根据其所处的不同环境适时地确立自己的行动策略。如

陈立旭教授所指出，当代浙江现象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民间诱致”和“政府增进”的制度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二者

是一个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相互结合的过程。自发与内生的动力来源于民间力量。民间的力量对于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

着自发组织的作用。民间自主谋生与自主创新就是通世变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所谓重实利是指自立自主意识和注意维护活力及权益的价值取向。它强调理想、信念、精神要与现实生活相协调、相适应。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们讲求实效，不断吸收外来经验，并与浙江实际相结合，闯出富有浙江特色的发展道路。他们“不搞争

论”、“拿事实说话”，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埋头苦干，努力求利，走上了一条“以市场为目标、以市场求生存”的

发展路径，如在不同时期不断调整和优化的产业结构。 

所谓善运作是指浙江人在市场经济中行为方式的价值取向，也就是浙江人在经商行动中很善于找路子，拉关系，拜码头，

跑靠山。当然在这里，运作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我们知道，浙江奇迹主要是靠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推动的，浙

江模式是内生型的发展模式，隐藏在它后面的是浙江人的奋发进取精神、敢为人先的气度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但在外无项目引

导、内无政策支持的背景下，如何“闯”就成为一个先决条件。运作就是民间群众自主的自创性行为的产物，也成为了富有特

色的一个价值观。 

但要指出的，任何价值观都有其时代性，也就有其局限性。特别是目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转型时期特定

的社会背景和因素使价值观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处在变化中。浙江在市场经济基础

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诸如自立意识、效益观念、竞争意识、开拓进取精神、务实精神等价值观，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具有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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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进步意义，无疑是当今社会所必需的。但是诸如过分追逐个人利益、无序竞争、权钱交易等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现象也应该被纠正，只有这样才能使浙江精神与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从而达到浙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