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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位人本主义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提出了非常著名的经济伦理思想。西斯蒙第

主张经济学要为了所有人的生活福利，他因此而反对利己主义，呼唤同情良知；他反对无限制自由竞争，

认为这样会导致社会经济危机和贫富分化；他主张通过培养良好道德和“平均私有”来实现理想的社会

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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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first humanistic economist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conomic thought, Sismondi put for-
ward a very famous economic ethic. Sismondi advocated that economics should be for the good of 
all people, and he therefore opposed egoism and called for a sympathetic conscience; He opposed 
unrestricted free competition, which would lead to socio-economic crises and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He advocated the realization of an ideal socio-economic life by cultivating good 
morals and “average private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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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西斯蒙第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小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创始人。他的经济思想虽然处在

主流经济思想之外，但是，他继承了斯密和卢棱的情感论和启蒙主义伦理学，又受了伏尔泰、爱尔维修、

梅叶等人伦理思想的影响，与法国三大空想主义者也有思想联系。同时，他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新

原理》中，提出了无限制的竞争和经济危机的性质、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所带来的重大危机，并预见了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裂痕将日益增大，因而号召进行社会改革[1]。西斯蒙第还为后来的社会政策

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最富有创造性的贡献是关于雇主应当负责保证工人在失业、疾病和年老穷困时的生

活的建议。今天，深入研究西斯蒙第的经济伦理思想同样对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秩序有重要

启迪。 

2. 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和方法应立足于人 

在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上，西斯蒙第是第一个强调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家，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不是单

纯计算的科学，而是伦理道德的科学，要把非经济因素、道德、历史、文化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西斯

蒙第的对象和方法是在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论战中确立起来的。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不能只是考察

财富生产，而是一门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把财富生产当作了目的，

把手段和目的颠倒了。事实上，财富并不是政治经济学正真的目的，它只是一种象征、一种使人获得物

质幸福的手段。人类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自身的物质、精神享受水平才进行

财富生产的。“财富和人口并不是国家繁荣的绝对标志；国家繁荣的标志在于财富和人口的比例”；

“只有增加了国民享受，国民财富才算增加。”[2]所以，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人类，或至少

是人类的物质福利，政治经济学归根结底应该能增进人类的幸福，它不能本末倒置，只考虑财富本身

而忽略人类。 
不仅如此，西斯蒙第认为经济学不能只考虑少数人的致富问题，更要关注大多数、乃至所有人的福

利问题[3]。如果立法者只重视少数人的发展，而忽视所有人的幸福，如果组织成这样一个社会，其中只

有少数人享尽荣华富贵，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其他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得不到保护、

受不到教育，那么这样的政府就是失败的。西斯蒙第对政府的要求是要保证所有人的幸福。他认为，政

府是为所属的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建立的，所以，它必须经常考虑全体人民的利益。 

3. 从人的需要出发来探讨社会生产过程 

西斯蒙第反对古典主流经济学家的唯财富生产论，他并不赞同李嘉图的“为生产而生产”，而主张

“生产服从消费”，讽刺李嘉图主义只不过是“理财学”并且还是不现实的理财学。在西斯蒙第看来，

人首先是消费者，人仅仅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生产，生产是为了消费，而决定消费的是消费基金即收入

的多少。收人虽从再生产中产生，但生产本身不是收人，生产只有在每件产品找到需要它的消费者，把

它从流转中抽出把它变为消费基金后，才可以具备这一性质。所以，不是生产决定收入，而恰恰是收入

决定生产，收入通过消费决定了生产，消费才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正是从人的需要出发来探讨社会生产过程的思路出发，西斯蒙第认为社会所需要的一切产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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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人们的消费需求也随之增加时，才能是有益的。他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在资本增加的同时，也使

本国人民能够生活得更富裕才算富足。在西斯蒙第看来，生产国民财富是一个从消费到相应的或更高的

再生产，然后，再生产又不断产生收入的循环发展过程。因此，他认为人类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人类

自身的消费需要，人们生产的任何劳动产品必须能供人类消费才有真正价值。 
人的需要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需要外，还要有休息的需要、参加社会活动的需要等等。西斯蒙第认

为，财富只是代表着使生活幸福，为了财富的生产而剥夺人们的幸福生活需要将是本末倒置。在西斯蒙

第看来，正是无限度生产促使了社会不平等不断加深：一方面，无限度的生产很会给穷人带来巨大的身

心损害，因为无限制的生产意味着高强度的劳动，高强度的劳动将会严重损害广大群众的身心健康；另

一方面，劳动生产力无限生产的结果会助长无所事事的富人们的穷奢极欲，因为无限制的扩大生产意味

更多的劳动产品，而这些劳动产品却主要被富人们所享用，从而拉大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导

致社会严重两极分化，这种现象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基于这种分析，西斯蒙第认为人或全社会的幸福都在于所创造的财富的合理使用和公平分配。他认

为财富分配所得收入应该和人口的增减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因为分配问题不仅是个经济理论问题，而

且涉及伦理问题；这个伦理问题的公平性在于：分配要在一切参加生产的人中进行合理分配，才使人们

得到幸福。然而，社会现实的分配却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归其原因就在于资本的自由竞争。 

4. 反对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干预 

西斯蒙第强力批判自由竞争，他认为“每一个人在追求个人的目的时，看不见整体的利益，也无法

准确地衡量自己的行动，使之符合一切人的需要。”如果“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无限制的竞争的原则上，

就是为了同时实现一切个人利益而牺牲人类的利益。”[4]在西斯蒙第看来，自由竞争不仅导致生产与消

费的矛盾激化，而且认为自由竞争和追逐个人利益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无限度的大规模生产导致了生产

过剩和经济危机。只有政府对经济进行有效干预，才能改变全体人民的生活状态。 
西斯蒙第强调政府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来为所有的人谋幸福，积累财富并不是政府的目的，为使分配

更为合理，政府应干预收入分配。其次，他把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收入分配进行改良的希望寄托于国

家政权与当政者，并提出了自己的改良主张。西斯蒙第希望建立一个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平均私有”

的理想社会，他所提出的农民有土地、工人有股份的愿望，实际上反映了他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

民的深切关注，对社会分配合理的美好期望。但西斯门第所提倡分配公正问题也并不是是搞平均主义。

事实上，西斯蒙第也是反对平均分配的，他认为这样会严重挫伤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他的这一观点具有

一定意义上的局限，但是对于后来的社会分配问题的解决也提供了指导。新时代背景下，依然要处理好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从就业政策，必须完善就业政策，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完善工资薪酬制度，健

全国有资产和完善公共资源的收益分享机制；加强收入分配领域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规范和整顿收入

分配秩序。 

5. 肯定良好道德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西斯蒙第从“同情心”出发，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抨击了文明社会的吃人制度给劳

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抱着对下层劳动者的深切同情，着眼于人类存在的意义和状态，提出应把经

济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建立在“关心人的情感、需要和热望”的基础上，并依据道德感法则和情感价

值原则，提出了建立主体伦理学构想。他充分肯定道德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在面对经

济与道德的关系这一问题时，他主张良好的道德有助于财富的增加。西斯蒙第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以

人为本，他主张社会、政府应为良好道德的建立付诸努力，通过培养人的同情良知，从而协调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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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利益，调动经济发展中各种有利因素，有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西斯蒙第认为道德的滑坡对生产

力的破坏极强，因此他提倡把道德信任运用在商业流通的银行信贷关系中，通过良好的信贷关系的建立

节省交易费用，保持商业流通的正常运转。这一思想不仅有助于当时的银行产业发展，对新时代的社会

市场经济同样起着积极作用。 

6. 小结 

西斯蒙第所提出的人道主义经济伦理思想，虽然在现在看来只是一种经济上的浪漫主义，但也是对

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把握，他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批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财富为研究对象，忽

视了人和人的享受，认为经济自由主义给社会带来灾难，要求依靠国家政策调节社会经济生活。我们要

从原有理论中不断挖掘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价值的东西，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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