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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厚生，义利兼顾”
经济伦理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和实践路径

刘东亚
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作为中华传统经济伦理的核心思想，体现了对人民物质生活的深切关怀，彰显了对道义伦理的崇高追求，
实现了物质追求与精神理想的辩证统一。这一思想主张，深刻影响了我国古代的经济文化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
想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来源。在实践路径上，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弘扬诚信的文化氛围，不断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
发展；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积极参与社会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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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快
车道，国内生产总值大幅提升，综合国力在多
方面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质
量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不断向节能、绿色，高
效转型，逐步了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然而在
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面对这些问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伦理思想则体现了巨大的
启发意义。

所谓“富民厚生”指的是通过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让底层百姓先获得社会财
富，提升其生活水平，获得稳定富足的生活，
处于一种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状态，从而获得
生活的安全感，进而增强其精神生活的获得感、
幸福感与满足感。“义利兼顾”指的是在个体
为人处事的过程中，将道德的力量放在首位，
在“义”之“熊掌”与“利”之“鱼”不可兼
得的时候，选择“义”，在“义”与“利”并
向而行时，充分考虑道义与正义，从而实现社
会道义与为人正义的双重达标。“富民”与“厚
生”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富民厚生”在社

会不断的发展中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为众人认
可的价值理念，这一理念在民生上体现了对于
老百姓社会生活的重视，在经济发展上体现了
发展要惠及人民大众的理念，“富民厚生”的
理念与当代社会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高度契合。“义利兼顾”体现了追求道德与利
益的统一。“义”是“利”的前提，在当今经
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能一味追求眼前的利
益，而是要坚持义利兼顾的思想，在合理的范
围内追求利益，同时又能兼顾道义的要求，用
义利兼顾的理念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促进文化交融，实现社会和谐与进步。

一、“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经济伦理的
丰富内涵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其内涵丰富，表现为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也表现为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发展为了人民的理念，这一理念
不仅蕴含了对人民物质生活的关怀，同时也蕴
含了对于社会发展道义精神的追求，其深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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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始
终坚持对道义精神的崇高追求，逐步实现了追
求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统一。“富民厚生、
义利兼顾”不仅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了重大的
作用，在当今中国仍然具有维持社会稳定，促
进社会发展，引领社会力量的作用。

（一）“富民厚生”的内涵与起源
1.“富民厚生”的内涵
“富民厚生”，是指国家通过政策制定的

手段，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质量得到综合提高，
物质财富得到不断积累，同时也注重人民群众
的精神生活，通过文化渲染等方式，培育人民
群众的精神力量，丰富其精神世界，从而实现
人民对于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足。在中国古代
社会的发展中，“富民厚生”的理念长期被统
治者视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之一，强调以民
为本，关注民生福祉，为人民谋利益，用人民
的力量巩固统治。正如《尚书》所言：“民惟
邦本，本固邦宁。”强调国家稳定的基础在于
人民的安居乐业。

2.“富民厚生”的起源
“富民”最早见于《管子·治国》：“凡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
难治也。”意思是治理国家首先要使人民富足，
人民获得了物质上的富足，则会有利于国家的
治理。 体现了“富民”在国家治理中的关键作用，
只有不断的这个还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累积
社会力量，从而全面的促进社会的发展。“厚生”
见于东晋梅赜所献《伪古文尚书》中的《大禹
谟》，其中蕴含了深刻的德政、养民思想。“厚生”
即给予人民福祉，用利于人民的政策增加人民
群众的福祉。宋代大儒程颐提出：“为政之道，
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
本”。由此可见在古代先贤们的思想中，“富
民厚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强调重视民生，
使人民生活富足在治国理政中发挥着重大的作
用。

（二）“义利兼顾”的内涵与起源
1.“义利兼顾”的内涵
“义利兼顾”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个

人与企业既要追求发展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不
能抛弃道义的原则，做到经济利益与道义原则
的内在统一，这一辩证统一的思想体现了中华
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思维，即在社会经济的运
行中，不能单一的追逐利益而抛弃道义，也不
能违背客观规律的追求所谓的道义，而忽略社
会经济的发展，唯有做到经济利益与社会道义
的同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发展。在我国古代
社会中，“义利兼顾”的思想收到了统治者与
文人的广泛推崇，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实践
的成就。正如《左传》所言：“义以生利，利
以平民。”强调道义原则是实现经济利益的基
础和保障，缺乏道义指引的经济利益是不符合
社会发展规律的，

与此同时，古代社会经营中其商业伦理也
强调诚信经营、公平交易及互利共赢等原则，

以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公正，从而促进古代社
会经济不断发展。在当代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之下，“义利兼顾”的思想仍然具有重
要的意义。在当然我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
当然需要不断的激发经济活力，提振经济效能，
让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赋能，这就要求我们追
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经济的发展是与社会发
展规律想协调的过程，在社会建设初期，百废
待兴，经济发展速度快，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
我国的经济发展逐渐由高速发展向中高速发展
转换，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中更加注重社
会责任和道德义务，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
协调发展，不能一味的追求物质利益而抛弃社
会道义，以牺牲环境为前提获得经济发展的道
路是行不通的，以眼前的蝇头小利牺牲长远的
发展的方式是不符合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的。

2.“义利兼顾”的起源
“义利兼顾”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在

经济伦理与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主张，经历过
了历代儒学家的发展与不断的阐述完善，逐渐
形成了具有深厚底蕴的文化观念，孔子在《论语》
中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表明古
代对于“义”的推崇已经达到了社会交往的人
格判定的高度，也成为了后代为“义利”判别
的价值标准基础，与此同时，孟子、荀子等儒
学大家也对此有着鲜明的表述，主张在追求利
益的同时不能忽视道义，强调道义与利益的平
衡与内在统一。义利相兼，以义为先。

（三）“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经济伦理
的辩证统一关系

富民厚生作为一种先进的执政理念和价值
诉求，其根本是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
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之上的，体现
了经济与伦理的内在有机统一。

一方面，“富民厚生”是“义利兼顾”的
基础和前提。只有实现“富民厚生”，让百姓
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双重满足，才能为“义利
兼顾”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没有“富
民厚生”也无法做到“义利兼顾”。

另一方面，“义利兼顾”又是“富民厚生”
的重要保障和关键引领。在追求“富民厚生”
的过程中，必须坚守道义的原则，实现经济利
益与道义原则的有机统一，才能确保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只有以“义利兼
顾”作为指引方能确保“富民厚生”的道理行
稳致远。

二、“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经济伦理的
时代价值

“富民厚生”折射出重视民生、不断增进
人民福祉的执政理念，体现了新时代党不断推
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方式，不断
将发展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义利兼顾”体
现出追求道德价值与利益体现、实现和谐互利
共赢发展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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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身体发展，世界经济越
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各个国家不断提升经济发
展的水平，经济实力成为综合国力的关键性因
素。然而，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和谐
与人民福祉的做法，已经越来越受到质疑。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势不可
挡，而“富民厚生，义利兼顾”思想则强调经
济发展应以人为本，注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和幸福感，同时兼顾社会公正与道德责任。这
一思想为现代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即
经济发展应服务于人民，促进社会和谐与全面
进步。

（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长远利
益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等严峻挑战，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追求。
而“富民厚生，义利兼顾”思想则强调经济发
展应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注重资源的合
理利用和环境的保护。这一思想为现代经济发
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即经济发展应坚持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不断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从而不断提升经济的发展水平，
不断实现社会发展的和谐与稳定，不断建设更
加美好的环境，实现低碳发展，绿色发展，从
而实现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
有机统一。

（三）促进文化交融，推动文明互鉴
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

的关键因素，而世界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之下，
我们更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富
民厚生，义利兼顾”这一中华传统经历伦理的
瑰宝，在当今世界“黑天鹅”、“灰犀牛”不
定时发生的情况下，更需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经济伦理的文化价值，不断增强其国际范围的
影响力与感召力。通过弘扬中华优秀经济伦理，
不仅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还可以在
发展的过程中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从而推
动世界经济思维的进步。

三、“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经济伦理的
实践路径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是中国古代重要
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现了关于中国古人关于社
会发展的导向与原则，以下是从坚持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弘扬诚信的文化氛围、树立正确
的义利观三个层面，对“富民厚生，义利兼顾”
经济伦理思想的实践路径的阐述。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
提升，逐渐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
经济方式的转变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增长，
更在于经济结构的优化。随着对于可持续发展

理念的深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向绿色、低碳、
节能的方向转型。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不断推动经济转型发展，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创造更好的条件。

（二）弘扬诚信的文化氛围，不断推动社
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在社会的商业活动中，倡导诚信经营的理
念，鼓励企业遵守商业道德，同时在社会的管
理中加强对于企业的监管和惩罚的力度，严厉
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好市场秩序，为
社会的运行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公益事业在
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会的发展
存在不平衡的特性，鼓励社会各界的积极参加
公益事业，有利于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帮助与
服务，与此同时，也要加强对于公益组织的培
育与管理，提供公益事业为社会服务的能力与
水平。

（三）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积极参与社会
的经济活动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思想不仅在国
家和社会层面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个人的
身上同样具有指导实践的功能。每个人都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综合，在社会中的个人，应该树
立正确的义利观，明确道德和利益之间的关系，
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一定要遵守道德规范
和法律法规，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同时，在社
会生活中，个人也要积极地参加经济活动，通
过个人的诚实劳动和合法的经营活动创造财务，
同时，在社会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也要遵守
商业道德和相关职业操守，树立良好的社会形
象，传递社会正能量。

参考文献：
[1] 黄庆华 .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经济伦理 [J]. 秘书工作 ,2024,(02):78-80.
[2] 谌园庭 .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 [J]. 平安校园 ,2023,(08):26-

27.
[3]邓子纲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深刻把握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⑥[J].新湘评论,2023,(14):23.
[4] 钟青青 , 裴泽庆 .“民为邦本”同“人民至上”契合

的内在机理及现实意义 [J].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
报 ,2024,(04):86-97+112.

[5] 魏志奇 , 朱权辉 . 文明史视域下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
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J]. 中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
版 ),2024,30(04):132-144.

[6] 黎峰 . 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伦理解释 [J/OL]. 中共杭
州 市 委 党 校 学 报 ,1-9[2024-10-10].https://doi.
org/10.16072/j.cnki.1243d.20240724.001.

[7] 吴芳芳 .“第二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内涵意
蕴、逻辑阐释及实现进程 [J]. 现代交际 ,2024,(09):11-
18+121.

[8] 凡欣 , 杨尚昆 . 经济伦理共同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
时代新路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4,45(05):154-160.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24.05.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