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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

体，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经济发展

的重要动力。

企业家精神是什么？2020年7

月，党中央对企业家提出了“增强

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

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

野”的五点希望，为新形势下弘扬

企业家精神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

动指南。2023年3月，党中央再次

强调，要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做

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

回报社会的典范。

这样的企业家精神，正是新

时代儒商精神的内涵与外延。

儒商，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商

人群体，通过遵循儒学价值观来

从事商业活动。据《史记·货殖列

传》记载，孔子所有学生中，最有

钱的就是端木赐，端木赐何许人？

也就是子贡，姓端木，名赐，子贡

是孔门十哲之一，有中华儒商第

一人、儒商文化创始人的称号。在

古代商业化的进程中，“一手拿

《论语》，一手持算盘”，逐渐幻化

为儒商的经典形象。

进入新时代，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不断汲取智慧的新时

代儒商，成为了富载企业家精神

的重要群体。在中国式现代化的

伟大征程上，尤其需要新时代儒

商践行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

是一种姿态，一种状态，一种心

态。

一、新时代儒商践行企业家

精神，是一种勇立潮头的姿态

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在时

代的澎湃大潮里，新时代儒商作

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作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

者和弘扬者，作为中国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作用

无可替代，潜力无比巨大，需要

有勇立潮头的姿态，担当发展重

任。

(一 )理想信念的坚守者。听

党话、跟党走，是一个企业赖以

生存发展的决定性基础。企业的

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对

于企业家而言，核心要务是把企

业办好，有利润、能发展，但如果

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能把企

业发展同国家需要、人民需要结

合起来，不懂得饮水思源，就很

难成就长远的事业。坚定理想信

念首先要有理想信念，为国担

责、为民分忧、拥有使命感和社

会责任感，是坚守理想信念的姿

态，是引领企业壮大、可持续发

展的根本保证。

(二)儒商精神的传承者。文化

是企业家立身之本、谋事之基、为

商之道。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

家文化的“义利合一观”“兼济天

下观”，赋予企业家精神更丰富多

元的内涵，是新时代儒商最深厚

的底蕴。无论企业家精神弘扬发

展到何时，都不可能抛开历史，都

不可能没有传承。蔚然成风的“仁

义礼智信做人、温良恭俭让做事”

儒商理念，是一个企业立足社会、

长足发展的无形资产。

(三)创新奋进的实践者。“肩

扛千斤谓之责，背负万石谓之

任”。一流企业的诞生和发展，不

仅需要岁月的积淀，更需要精神

的支撑。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前

进的、上升的，发展的过程是曲

折的，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

一个企业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

的。创新，是企业家的天职。在创

新的道路上，没有坦途。企业家

精神便是应对风险挑战、引领创

新创造、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动

力，一个“等不起”“慢不得”“坐

不住”的创新奋进的姿态，难能

可贵。

二、新时代儒商践行企业家

精神，是一种义利并举的状态

“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作为企业，追求财富不可或缺，也

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取之有道，在

于经世致用。儒商精神强调的就

是先做人后谋商，运用自己的德

性来获得正当财富，做诚信守法

经营的典范。无论在什么地方、什

么情况下，诚信经营、合法利润，

都是企业长足发展、赢得口碑的

金字招牌。

(一)以义为内驱力。《论语》

有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南宋思想家叶适提出，“义

利并举，以义为先”。“义”是人们

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和修

养，是对“仁”的精神价值的外在

表达的规定性。在经济活动中，

“义”既包括仁义，礼义、道义，又

有正义、义气、仗义之意。这种内

驱力，无不体现在爱国敬业、守

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等

多个方面，“义”也是新时代儒商

最基本的信条。

(二)以利为外动力。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在商言商，商人逐

利，无可非议，重要的是讲究信誉

和策略。《汉书》有言，“在商言

商”。意思就是说商人站在经商的

立场谈问题，从市场经济的角度

看问题。需求与分配才是经济与

致富的关键。司马迁在《史记·货

殖列传》也说，“天下熙熙，皆为利

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追求经

济效益，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

础，也是企业全部生产经营活动

的最终目的。

(三)义与利相交互。义是利的

基础，利是义的延伸。明代大儒顾

宪成有言，“以义主利，以利佐义。

合而相成，通为一脉”，道出了新

时代儒商所应遵循的义利并举的

状态。企业家是社会的财富，是社

会的脊梁。“义”是儒士所遵循的

原则，而“利”是商人所追求的源

泉，精准把握义和利这种辩证对

立统一的关系，是新时代儒商推

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基和底

气所在，方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三、新时代儒商践行企业家

精神，是一种中庸理性的心态

“尚中贵和”，是中国传统思

想文化的精髓和特质。所谓“惟中

也者，和也，中节也”，“中”即中

庸，追求中庸之道。“和”是多样性

的统一，正所谓“礼之用，和为

贵”，追求和谐，平衡，追求理性之

美。中庸理性，是每一个优秀的企

业家在干事创业之初、克难攻坚

之时、功成名就之际，都应秉持的

底线性思维，这是一种乐观、平

和、从容的心态。

(一)政治人的清醒。“企业营

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听党

话、跟党走，讲政治、守纪律，把握

好“亲”“清”政商关系，是新时代

儒商践行企业家精神所应当遵循

的，同时也应清醒的看到，前路迢

迢，党和国家是广大企业家和企

业最坚强的后盾。

(二)经济人的理性。“不要赚

尽最后一个铜板”，是商界的至理

名言。钱并不是赚的越多越好，经

济发展的历史与规律告诉我们，

一味逐利的价值取向，会让个体、

组织甚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偏

航，一味追逐利润，是狭隘的、不

可持续的。所谓理性，就是要向前

看，而不是向“钱”看，时刻矫正、

保持企业的科学、健康、可持续发

展。

(三)文化人的自励。一个没有

文化底蕴的经营者，可以一时成

功，很难一直成功。要时刻自勉自

励，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学习

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智慧，尤其

是汲取儒家文化的治家与经商之

道，并将其运用于企业管理和经

营实践，让文化为企业发展铸魂

赋能。

有风有雨是常态。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

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2023年7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也

指出，要“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

神”。弘扬新时代儒商企业家精

神，是企业改革发展繁荣的必然

选择，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积

蓄力量的题中应有之义。

新时代儒商践行企业家精

神，就是要永葆勇立潮头的姿态，

涵养义利并举的状态，厚植中庸

理性的心态，坚定履行好政治责

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在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实现更大发展。

(作者赵青，山东省散文学会

会员，济宁市作家协会会员。)

新时代儒商：

企业家精神的姿态状态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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