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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官场上盛行讲假话的制度不可能在市场上不泛滥假货的





 

秦晖：中国存在底线道德危机

搜狐财经讯 12月8日，由搜狐网主办、搜狐财经承办的《致敬变革者——我的时代我的国》年会论坛，在北京举行。数十位经济学家、企业家以及政府官员汇聚一堂，并发表了精彩观点。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表示，贫富不均不是一种理想状态，但现在不是贫富不均的问题，而是有很多人富得没有理由，不管按照社会主义理由还是按照资本主义的理由都不应该是这样的。

秦晖认为，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底线。中国有道德危机的话，这个道德危机主要是一种底线的道德危机。

以下为秦晖演讲文字：

秦晖：中国对外开放，但同时又是缺少西方国家那种人权保护下的弱势的各种讨价还价的权利。所以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具有了招商引资的一种优势。然后招商引资以后用血汗工厂对廉价产品在世界上取得了竞争力。当然你可以说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高速增长，的确是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是不是会使中国的一般老百姓都富？

当然它也会使一部分人富起来，但是是不是总体上对老百姓富裕有好处？我当然是有怀疑的。到了现在更不能这样讲了。不过要谈到这个问题，如果真的要谈道德问题，我觉得其实还不是什么共同富裕这一类的，因为共同富裕已经是理想了。

我们很大的问题就像刚才江老师讲的实际上是没有底线的。如果说贫富不均，这当然是我们理想应该避免的一种状态，但是现在不是什么贫富不均的问题，而是有很多人他富得没有理由，不管按照社会主义理由还是按照资本主义的理由都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说竞争也不是公平竞争，穷也非常穷，比如你把人当做奴隶对待，这当然不应该的，也不是说自由竞争中是竞争失败的问题。

中国有道德危机的话，这个道德危机主要是一种底线的道德危机。讲得简单一点，如果把比较高调的道德，有舍己助人，我把这个叫做慈善，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我把承认所有的人利益，但是在通过自愿行为增加所有的叫做交换，大家知道所谓市场原则就是一个双赢原则。

还有通过损害别人的利益来获得自己的利益，我把它叫做抢劫，一个社会应该是制止抢劫，承认交换，奖赏慈善，应该是这样的。说实在的现在很多抢劫是没有制止的，这个不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只要你有钱就抢劫别人。我们要把高调的道德，舍己为人这种东西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规范，不是奖赏慈善，而是强制慈善，有的时候甚至我要逼你所谓的一怕苦，二不怕死，什么小车不倒只管推，把这个东西作为一种强制的规范。

甚至我们改革开放提倡慈善之后又出现一种现象，叫做逼捐。比如说在有些情况下出现问题了，老就说你必须捐的，而且你捐得太少，你应该多捐。这里我要讲全社会慈善意愿低下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道德问题。但是具体针对某一个人说，你必须多捐，我觉得这个就完全把慈善这个东西给颠覆了。因为慈善这个东西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爱心。如果慈善变成如果你不捐不行，那慈善就变成纳税了。

而这个慈善一旦变成纳税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我们在民国年间都知道的一个词儿，叫做“苛捐杂税”什么叫做捐？什么叫做苛捐？捐就是捐献嘛，这个本来应该是自愿的东西，变成强制了，当然他和慈善就已经变调了。这里我倒不是说我要为富人说话，富人被逼捐，我觉得很不爽。

假如我是一个左派，假如我对贫富不均不满的，哪怕我可以提出通过税收，通过二次分配来调节这个事儿。但是我也不能主张逼捐的。道理很简单，不管这个税收是高是低？作为公民他应该尽的法律责任就是纳税。而不是纳捐的，这个捐如果变成需要强制交纳的，就已经不是捐了，或者通过我们讲的那句成语苛捐杂税，已经变成一种税了。

要解决道德问题，首先要守住底线，要禁止抢劫。所谓的广义的抢劫利用权势来进行聚敛，这个肯定要限制的。

另外高调的道德，我认为高调的道德本身没有问题的，改革开放一直以反乌托邦作为一个号召，什么告别乌托邦，仔细看看乌托邦本身不会带来灾难，所谓乌托邦是一种高调的理想，这个高调的理想可能可以实现，也可能不会实现。但是不会实现未见得意味着灾难。

美国从来就是盛产乌托邦实验的地方，我们多少空想社会主义都是跑到美国做试验，他们试验没有成功，也没有成功也没有给美国带来灾难，什么卡贝，欧文这些人，都是到美国搞乌托邦试验的，他们试验没有成功，但是并没有造成灾难啊？其实真正造成灾难不是乌托邦本身，而是强制。乌托邦如果不强制化，就不会造成灾难。相反尽管他不能实现他可能留下一些精神道德的遗产也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强制首先带来的一个问题，你刚才讲的什么精神迷失，就是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第一个原因不准讲真话，不准讲真话怎么可能有信仰呢？如果大家都讲我信什么什么，那都是假的。我们现在市场道德最恶劣的一个表现就是假冒伪劣的盛行。

但是我要讲市场上假货的泛滥，和官场上讲假话的泛滥是一回事，一个官场上盛行讲假话的制度不可能在市场上不泛滥假货的。善是以真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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