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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体系：创立、完善、与时俱进

中国改革开放始于解放思想，中国伦理学研究者们在坚持对伦理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

跳出旧伦理学的框架，不断开创适应时代要求的伦理学研究新局面，建立符合国情需要的伦理学理

论体系。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创立与发展，推动了中国伦理学研究的专业化与系统化，为取得丰硕的

研究成果打下了坚实基础。

1.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及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的道德面貌与人们的道德生

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新的道德现象与道德问题的产生，伦理学理论体系建设亦与时俱

进。随着我国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及分配方式等日趋多样化，人们价值观念也日趋多样化。如何适

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是变革的时代给予中国伦理学的巨大考验。

继中国人民大学恢复伦理学课程之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华东师范大学等陆续开设

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学原理等课程。新中国伦理学奠基者罗国杰主编了我国第一部马克思

主义伦理学教材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这不仅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马

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与教学体系结构的创建，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伦理学学科恢复发展的重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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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该书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理论、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体系、道德实践和道德活动三大体系出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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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韩东屏的《人本伦理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版），将人视为道德的主人，将道德视为满足人的工具。并通过对古往今来的道德原则的检讨，提出

了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至善，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一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条件的“人本道

德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伦理学》编写课题组（以万俊人为首席专家）编写的《伦

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版），详细阐述了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探讨了

其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总结了伦理学的学习方法与途径。王泽应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

最新成果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思考与解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一

系列重大伦理道德问题，对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智慧进行探讨，展现其对人类伦理文明发展规

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明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与科学把握。

不难看出，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是以唯物史观为基本视角，建立在科学理论

基础之上，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给道德安置了一个客观有效的社会生

活基础”[1]。然而，作为面向实践的社会科学学科，也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分强调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

义与唯心主义区分的现象，这会导致伦理学无法真正实现学科独立。

2. 不同视角下的伦理学相关理念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我国伦理学家们愈发感到将“现

实的人”引入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诸多力图符合我国国情的新体系伦理学

涌现出来。

王海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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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阐释其人学价值论伦理学体系。李德顺的《新价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认为，人的价

值世界是无限多样化的，也是多元的，最重要的价值主题是作为价值主体和价值尺度的“人”本身。

任丑的《伦理学体系》（科学出版社 2016年版），以人的自我为逻辑起点，以自由为本体，以责任、权

利、幸福、善恶为主要范畴，探究伦理学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形态，诠释理论伦理学、应用伦理学和后

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发展，展示伦理学的自由品格和主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已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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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伦理学家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的梳理研究中，我们也可以了解我国古代伦理学家长

期探讨与争论的问题：道德的根源与本质问题、道德的最高原则问题、道德修养问题等。关于道德

根源与本质问题，唯物主义伦理学家认为，人们的道德水平是受物质水平制约的，人性善恶是在后

天环境中培养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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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1986年版），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特别是共产主义道德原理，力图用恩格斯的“合力

论”与经济基础决定论辩证统一的思想阐述道德的历史联系及其与社会诸因素的关系。章海山主编

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系统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等的伦理思想，是首部较为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术著作。宋希仁的《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研

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道德方面的论述进行历时性梳理研究，

完整、深刻地剖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哲学理论。刘琳的《〈资本论〉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安徽大

学出版社2008年版），从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资本论》入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

法，综合多学科对《资本论》的理论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经济伦理思

想。刘丽编著的《西方传统伦理-道德关系的演进逻辑与马克思的变革方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版），从西方传统伦理-道德关系的演进逻辑切入，系统梳理了伦理道德关系的发展，论述了马

克思通过批判、改造以往传统，在人的感性活动的基础上实现伦理与道德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伦理思想史研究无疑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我们

也能比较明显地发现，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落后于对中西方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

近现代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落后于对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研究，对西方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研究落后

于对西方伦理思想的介绍与翻译。同时，部分学者对中外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往往停留于概念和历

史，并未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理论创新与突破。伦理学者们应当本着“扬弃”的原则，对中国传统伦理

思想和外国伦理思想进行革故鼎新式的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唯有如此，方能在中外伦理思

想史研究中取得里程碑式成果。

三、应用伦理学：研究视角转向推动学科发展

在经历早期伦理学理论研究热潮之后，我国伦理学家研究视角开始转向应用伦理学，尤其自20
世纪 90年代开始，中国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势头日益兴盛，为伦理学成为当前哲学学科中的“显学”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探讨了生命科学技术及医疗卫生中的伦

理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王小锡的《中国经济伦理学——历史与现实的理论初探》（中国商业出版

社 1994年版），打开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大门，论证了伦理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其后，王小锡

的《道德资本论》（译林出版社 2016年版），更是在此基础上创造性阐释“道德生产力”“道德资本”等

代表性观点，并引发国内外伦理学界广泛关注。万俊人的《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广东人

民出版社 2000年版），较为详细地介绍和评析了现代经济伦理问题，如市场的附魅与祛魅、公正与

道义、劳动与“工作伦理”等。甘绍平的《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以西方应用伦理学为研究对象，通过阐释当代西方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展现应用伦理学的基本范

畴与特点，从而完善应用伦理学的基础理论与整体框架建构。周中之的《消费伦理》（河南人民出版

社 2002年版），分析了消费伦理现状，探讨了其实质与人们应当坚持的内在原则。其后，周中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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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2005年版），从逻辑、历史和现实三重视角，讨论了市场经济伦理丰富内涵中的几个重要理论

问题，如经济与伦理的内在关联、市场经济伦理的内涵、“经济人”行为的伦理特性、市场经济条件下

分配正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余达淮的《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
版），论述了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提出了鲜明的、操作性强的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李建华的《执政与善政：执政党伦理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探讨了执政党伦理的特质、执政党伦理的理性基础、执政能力的伦理要求等重大理论问

题，提出通过加强执政党伦理建设，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李建华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与核

心价值构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民

族精神、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及当代政治哲学理论之中，引领着我国公共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开展。

相关领域的研究对于我们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源流，加深对其内涵的理解，探寻其实践路径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张树峰的《医学伦理学》（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7年版），作为用于

职业培训的专科教材，体现了医学伦理中理论与实践、专业与伦理学、课堂与临床的紧密结合。章

海山、罗蔚主编的《伦理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版），用近二分之一篇幅对应用伦理学进

行介绍与阐释，提出应用伦理学应具有普世性、交叉性、实证性与可操作性。甘绍平的《人权伦理

学》（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9年版），从人权的视角，对平等、公正、关爱等重要伦理范畴及功利主义、

契约主义、德性论、义务论等伦理学派的价值旨趣进行了阐释与解析。刘可风主编的《企业伦理学》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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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学者们对道德功能的探讨首先围绕着“道德法庭”展开。王复初主编的《道德法

庭》（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3年版）、李宏图的《应该肯定“道德法庭”的社会功能》（《开放时代》1984年
第 6期）、朱云洲的《“道德法庭”能发挥道德的社会功能吗》（《社会》1984年第 1期），从不同视角对

这一问题展开审视与探讨。学者们大多认为，道德法庭是社会通过一定的道德标准或公众认可的

准则对某种思想行为进行的评判裁决。道德法庭不作为专门的国家机构存在，而普设于社会和当

事人内心；其裁决不存在法定程序，主要依据社会、团体的道德标准与公众一致认可的准则；道德法

庭权威源于社会舆论与当事人内心信念，且裁决效力源于当事人本身。在对其存在合理性的争论

中，一种观点认为，道德与法律本属不同概念，如果“以感情代替法律”，本身就是“侵犯公民人身权

利”[1]；另一种观点认为，道德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强大约束力，每个人可以对不道德的人与事在道德

上进行“起诉”，同时自身做出不道德行为时，也会被人“起诉”，这有利于人们道德素养的提高与良

好社会秩序的形成。

在“道德法庭”引发广泛讨论后，伦理学界开始着眼于对道德功能的其他方面进行探讨。夏伟

东的《略论道德的本质——兼与肖雪慧同志商榷》（《哲学研究》1986年第 1期）、李健的《论道德的激

励功能》（《社会科学》1988年第 6期）、谢洪恩的《论道德的功能和本质》（《哲学研究》1989年第 3期）

等文都对道德功能进行了不同方面的研究。从道德的社会功能与个体功能出发，夏伟东认为，道德

功能在于维护集体利益，“道德的崇高性，道德的尊严和价值，就在于道德是集体利益的维护者”[2]。

肖雪慧则否认道德为社会发展所需要，强调道德本质上是人的需要及生命活动的特殊表现形式，强

调道德的个体功能。关于道德功能的分类，李健提出，“道德的激励功能不是低于道德调节功能的

一种次要功能”[3]，而道德的激励功能的实现机制分为社会运用的外在机制与激励对象自身运用的

内在心理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商品经济有了飞跃发展，但市场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诸

多的问题。除了重视依靠法律手段，人们也越来越重视通过道德手段解决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

这一时期，道德与经济的关系被广泛讨论，道德的经济作用被充分阐释，诸多创新性理论被提

出，如：道德资本、道德生产力、生态道德等代表性观点。在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经济学界分

为两派：以樊纲为代表的少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家谈道德就是不务正业；以厉以宁为代表的多

数经济学家则认为，道德力量是市场经济中除去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外的“第三只手”。伦理学界

对经济与道德的关联性问题展开讨论。万俊人认为，应从经济伦理视角揭示市场经济的道德维

度。樊浩提出以伦理为主的“伦理-经济生态复归”[4]。王小锡认为：“物质利益实现的本身，并不只

是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经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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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亦然。以王小锡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科学的道德是促进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不仅提出

“道德生产力”“道德资本”等代表性观点，而且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系统分析。余谋昌的《走出人

类中心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 7期），在伦理学界掀起关于生态伦理问题的讨论热潮。

对“人类保护生态，是因为人类自身利益，还是因为被保护对象自身具有不可被侵犯的权利”的问

题，大体有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回答。甘绍平认为：“我们已有的道德理论——人

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就足以为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行为提供理据与作出论证。”[1]曹孟勤却指出，

非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是找寻人性的依据[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