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年 %&月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 /012),+ 3+045*6078 (. /105+15 9 :+;0+55*0+; </(10,- /105+156 :=070(+>

?(-@&" A(@#

B51@!$%!

论股票市场投资者道德品质的建构

!!!基于美德伦理学的分析

杨晨宇

"苏州科技学院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

摘 要!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的道德失范现象已经逐步成为影响股票市场正常运转的羁绊#规范投资者的道

德状况迫在眉睫%在诸多伦理学理论中#美德伦理学提供了道德建构的新视角%美德伦理学的核心不是我们应当做

怎样的行为#而是我们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个人的内在品质上%投资者的道德品

质对其道德行为有着重要影响% 具备诚信&良心&理性&责任&公平等基本道德品质的投资者#会将道德品质内化于

投资者内心#从而在投资行动中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而投资者的道德品质需要从道德教育#道德激励#道德环境

三方面进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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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是资本积累与资金流通的重要场所#其

中存在着巨大的盈利空间$ 机构%企业%以及个人投资

者都意图利用这一有效的金融工具获取利润$ 然而我

国的股票市场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股市的大庄家以

及机构通过不正当手段操纵股市获取暴利$ 而势单力

薄的普通散户只是根据机构或者媒体的宣传而做出买

卖股票的决定$ 故而获利甚微#或被套牢#出现较大金

额的亏损$在机构与散户收益不平衡的状况下#股市的

正常健康运作受到了严重影响# 最终是所有投资者都

无法得益$面对股票市场出现的这一问题#很多人想到

的是利用法律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但是#外在的强

制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首先#法律法规有其本身的限

制范围'其次#法律往往只能解决事后问题'再次#法律

不可事无巨细#对于一些漏洞#在制定法律时根本无法

触及$在法律不能对股票市场的有效秩序进行规范时#

我们不妨寻求道德的援助# 股票市场出现的非正常盈

利正是由于道德与投资者的关系出现了剥离$ 在一些

投资者看来#道德与利益无法兼得#获取利益更无须遵

守道德$ 道德虽然是一个无法量化的指标#但是#它作

为一种软约束#对投资者道德行为的规范有着重大的意

义$ 投资者的行为在道德品质的约束下#可以做出完全

不一样的行为结果$ 如果可以让投资者被美德所感化#

将道德品质深入内心#那么在投资过程中必然会做出正

确的价值判断和选择# 投资者应该具备何种道德品质#

道德品质如何与人融为一体#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美德伦理学视角下的投资者道德

股票市场投资者分为两部分#一是机构投资者#二

是个人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主要有政府机构# 金融机

构#企业和事业法人及各类基金等C%DE

$ 机构投资者大部

分都具有丰富的专业金融知识$ 个人投资者是指从事

证券投资的社会自然人# 他们是证券市场最广泛的参

与者C%D%F

$所以本文所要讨论的投资者分为两类#一是机

构专业投资者#二是普通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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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流派为康德义务论和功

利主义! 所以之前有学者提出要用伦理规制来约束股

市中的不道德行为" 康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都

是以行为为中心!以规则为基础!"#

"康德认为!人的正确

行为可能有各种具体的动机! 但是最高的和唯一的无

条件的动机是对绝对命令的服从! 道德律令无条件地

命令人们这样做!它是人的道德义务!使人必须这样做

和应该这样做" 但是道德律令只是外在强加在投资者

身上!投资者即使不遵守!也没有人会惩治!这样加重

了投资者违反道德的行为" 而功利主义则多是强调以

结果作为评价的标准! 投资者在股市必然以获益作为

衡量成功与否的标杆! 往往以获得一己的私利来评价

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 完全忘记了功利主义所倡导的

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义务论和功利主义都将

生活的目的定位为 #我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却

忽视了一个人!做出道德行为的精神价值和思想活动%

美德的概念早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克伦理学'

中就有提及! 书中核心观点是讨论什么样的品格值得

为我们所拥有!"$世纪 %$ 年代英国哲学家安斯康姆

的&当代道德哲学'恢复了美德伦理学的地位!之后又

有麦金太尔详细论述美德伦理! 从而美德伦理学也日

渐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伦理学的主流支派%

美德伦理学的核心不是我们应当做怎样的行为!

而是我们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样便把关注的

焦点集中在个人的内在品质上% 所以在美德伦理学的

道德判断中!人的品格最重要%一个人的行为好坏不能

看其行动或者动机!而是要看人的品格如何!在一件事

情发生后!评价的主体是个人而不是行为%当投资者做

出了违背道德事情的时候! 那首先追溯的是这个人是

否具有美德!而不是他的行为动机是否正确%美德就是

一个人所具有的美好品德! 并非是去做应当义务的事

情而遵循道德规则!它将引导人们追求自我的提升!实

现道德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统一% 一个具有了美好品德

的人!自然会行善!而相反!一个不具有美好品德的人!

那他做出的事必然是被社会所谴责%一个人偶然为善!

遵守道德!不见得能够一直做出正确的行为!只有他具

有了相应的道德品质!成为一个品格优良的人!才会一

直践行品格!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金融职业行为的正当性不在于是否遵守金融职业

的伦理规范& 而在于它是否是有德性的人愿意做的行

为!'#

% 对于股票市场的投资者来说!做出道德投资行为

的前提是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具备了美德的投资者

必然就有了良好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习惯% 在投资者必

须具备的且影响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关键品质中! 较为

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理性(理性是一种美德!具有理性的行为会让人得

到满足!只有运用理性!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不会随

意改变目标!理性能给我们的行为以正确的指导%虽然

理性并不意味着否定情感! 但是它要求人们放弃情感

主义!不能让情感左右我们的判断!(#)

% 处事不冲动!不

感情用事%

在西方古典经济学中有#经济人$的假设!即假定

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理性的! 唯一试图获得的经济好

处就是物质补偿的最大化%在行为金融学中!强调行为

者其实是非理性的% 股市中的投资者正是因为非理性

的情感因素较多!才会出现盲目的从众行为%所以理性

对于投资者来说尤为重要! 但这里强调的理性! 不是

#经济人$假设中的理性!而是和经济学有着完全不同

的意义% 经济学把能最大限度满足自己求利欲望的自

利行为看作理性行为! 而把那些有利于他人无益于自

己的行为称为非理性行为%在伦理学看来!理性是对欲

望的适度控制!其意义类似于理智!是人的一种美德!

感情和理性相辅相成!理性为根基!感情辅之!则不失

为中庸之道%

诚信( 诚信是一个人的基本美德!&孟子' 道(#诚

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说文解字'说(#信!

诚也!从人言%$诚信包含了为人诚实!言而有信等伦理

内涵%诚信由诚与信两个字组成!诚是诚实!#诚实意味

着一个人绝对不能以任何方式伪造现实$

!(#*+

!信是守信

用% 人们在股市中!都以自己的利益为最大根本!当可

以通过说谎!欺骗!欺诈而获得利益时!人们就无法坚

守住自己被利益所诱惑!从而做出违反道德的事%诚信

在股票市场中尤其重要!作为机构投资者!如果不具有

诚信的道德品质!那么在投资股票时!会发布错误的消

息而引导个人投资者错误的购入股票% 同时还会用投

机行为代替投资行为!通过造假来谋取私利%证券市场

中的虚假陈述*操纵股价*内幕交易都是背弃了信用的

表现% 这时!就需要对投资者培养诚信的美德% 拥有了

诚信!行为便会有长久的稳定!违背诚信的行为只会存

在于一时%

公平(亚里士多德认为公平和公正是#全德$!是人

类政治生活中的首要美德% 在股市交易中!最重要的是

公平二字!股市虽然为虚拟市场!但公平万万不可缺失!

尤其要做到信息公开!交易公平% 公平本是资本市场的

灵魂!股民无论资金多少!只要遵守交易规则!都可以入

市交易!这在制度设计上体现了平等和公平% 然而股市

中充斥着不公平的现象(比如在股市中!如果内幕消息

泄露给他人!那么有人就会利用这些内幕消息!来买卖

),



相关股票!从而赚取不公平的利润" 这些现象发生的根

本原因就是利益的冲突!人们自然的倾向都会只关心自

己的利益!或者与我们密切相关人的利益!而忽视其他

人的利益!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那股市自然无法正常

运转!最后每个股市的参与者都会受到伤害"所以!股市

需要公平的美德!拥有这一美德!即可抑制人们与生俱

来的利己自然倾向" 对于股票市场来说!交易的目的不

是你赢我输!而是如何实现双赢"

良心#$孟子%告子上&#'虽存乎人者! 岂无仁义之

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於木也)*对于投

资者来说!任何人都不是+纯粹的个人*!,人的本质不

单是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

!"#

) 所以投资者需要有一种 ,社会的良

心*) 只有投资者具备了社会良心!才能够引起个体以

超出自身利益之外的眼光来关注股市的整体运营发

展)投资者具备了这种良心!便凡事不从个人的一时私

利出发! 而是顾及到股市的整体发展! 不随意操纵股

市!影响其正常运转)同时!职业良心也至关重要!在对

从业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时! 重点是职业良心的教

育!因为,职业良心是从业者在履行职业义务的过程中

所萌生的强烈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行为时的深刻心理体

验)它激励人们向善的动机!激励人们选择并坚持正确

的道德行为-抑制不道德的动机和行为*

!$#

" 所以!良心

是投资者的必备品质! 良心更多地依赖投资者的道德

自省! 这种道德自省使行为人从内心深处具备一种自

觉!有了廉耻之心!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因

为害怕惩罚而被动地摒弃不道德行为! 从而成为阻碍

人们做出违反道德之事的一道屏障"

责任#责任意识!指对人类长远的-未来的-整体命运

所具有的强烈责任感和负责精神! 它关注的重点是人类

面对一些行为所应该持有的谨慎态度"在股市中!人们有

一种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去伤害他人利益的自然倾向!这

就需要不伤害他人的责任美德" 尤其是作为股市的专业

投资者!即机构投资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牵涉到股市

的波动!同时!机构也是作为股票上市的重要参与者!股

票是否具备上市的资格!以及股票上市后的重组!借壳等

各种事宜!都影响着股市!这时就需要机构肩负起责任的

道德!这样!便可对股市负责!对国家负责!也是对所有的

投资者负责" 所以对股票市场机构投资者的道德教育核

心是培养他们在金融实践中的责任伦理"

二!培养投资者道德品质的具体措施

投资者的合理金融行为受制于其道德水平! 在提

升道德水平的具体实践中! 需要落实美德伦理学的理

念" 具备了基本道德品质的人! 能给他人和社会带来

善! 必然会在行为上遵循道德! 履行一个道德人的责

任" 具有较强道德品质的人比那些具有较弱道德品质

的个人!更容易实行他们的道德意向!%#

" 美德不是天生

就具有!行之有效的方法让人具有美德!就是进行有效

的道德教育!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建构良好的社会道

德环境"鼓励人们将美德内化!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

时不应忘记内在品质的修养"

"一#有效的道德教育

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价值观会带入成年

期!让青少年在学校期间就正确认识职业道德!对其走

向工作岗位后进行的道德选择是十分重要的" 在我国

的高等教育中! 学校只注重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的教

育!却忽略了对道德的培养!从而使得一些学生在走向

工作岗位之后!认为道德是一个附加条件!和工作无关

紧要!在利益至上的情况下!道德被认为是排在最后的

选择"在大学里!现有的金融-财务管理-会计学等相关

经济学专业的教育应该将道德理念融入教学! 使学生

树立诚信-理性-公平等道德投资观念" 对于非经济类

专业的学生! 他们中虽然很少有人会成为专业的投资

者!但他们是股票市场最广泛的参与者!他们的道德教

育也必须引起重视! 大学的道德类公共课讲授中应该

加入经济-金融道德教育!因为这些和他们日后的生活

密切相关" 同时!大学里应该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弘

扬道德风尚!提高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和品质"

投资者中还有一些人是普通的群众!在他们进入股

市之前和之中! 证券公司应该组织相关的道德培训教

育!将道德与利益关系表述清楚!告知投资行为本身可

能产生的社会性后果等" 并且!证券公司还应该对公众

的金融常识进行教育!组织相应的金融知识培训!帮助

这些投资者了解基本常识!股票的类型!证券的价格指

数!收益与风险等"因为,公众金融素质是普通投资者理

性地参与金融活动和提高自己道德行为能力的基础*

!&#

"

"二#道德激励体制

道德品质的培养还需要企业以及社会的道德激

励!,在一个社会道德体系中如果缺少必要的道德惩治

与道德褒奖!道德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

"道德固然是高

尚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不可以有回报的产生!回报给予

了道德继续发展和扩展的空间"尤其是在金融企业!如

证券公司! 基金公司等直接参与股票市场运作的公司

里!对员工道德品质的培养!都需要一定的道德激励手

段" 如无道德违规记录的个人可以在企业中优先得到

提拔!道德行为与工资和绩效挂钩!增加道德优良奖

金制度" 证监会也需要对所有参与股市的公民进行道

&%



德激励!如建立有效的道德档案!个人的道德信誉直

接影响其在股市的资金投入金额与交易次数限制" 道

德档案同时也与公民的社会档案进行接轨!在社会中享

有的福利政策都要受到道德记录的影响"而社会也要对

机构和公司做出激励措施! 如整体道德形象塑造成功!

公司负责人和员工将直接受益" 正确的引导和激励体

制!会对个人和机构道德品质的培养产生质的作用"

!三"良好的道德环境

道德环境主要是指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背景" 社会

总体道德环境对于一个人道德水平的提升有着暗中约

束的作用! 道德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道德失范行为是

否会发生" 道德环境的恶化是造成投资者在投资过程

中频频出现违背道德行为的社会根源" 故而从家庭到

学校!企业!社会团体组织!政府等!都需要对社会人的

道德品质的构建发挥自己的作用! 营造一个良好的道

德环境"譬如!金融企业可以对自己公司的企业文化环

境进行改进! 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和整个公司的企业文

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员工在有道德的企业文化的影

响下!必然会自觉的遵守职业道德"而政府在这一环节

的作用尤其重要!良好的政策导向!和积极的社会道德

环境建设都是必要的"政府应加大道德环境建设!激发

群众的道德情感!让道德意志得以升华"宣传道德典型

事例和道德模范人物!让群众对社会道德感产生认同!

继而学习道德模范的优良道德品质"

三#结 语

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的道德品质建构迫在眉睫!

而要产生行之有效的效果! 则必须要有正确的道德哲

学观进行指导"美德伦理学给予了道德建构的方向!道

德建构需要从培养投资者的品质入手! 让投资者成为

一个道德的人!当道德内化于自身时!则必然能够避免

相关问题" 同时构建必要的道德教育与合适的道德激

励体制#道德环境!是培养道德品质的必备要素!三个

环节息息相关!缺一不可"只有当股票市场投资者的道

德水平得以提升! 股票市场中存在的道德失范现象才

能逐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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