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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斯密「經濟人」思想的佛學考量 

 

孟領 

北京石油化工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 

 

提要：亞當‧斯密的「經濟人」思想是構築西方經濟學大廈的基石。利己是人類一切行為的

出發點和歸宿。斯密發現那隻「看不見的手」能引領人們走向利他，使利己成為利他的動力，

利他成為利己的手段，最終結果增進了個人利益和公共利益。本文從佛學的角度，區分了不

同的利己層次，評析了斯密「經濟人」利己思想的得失，以回應經濟學界關於利己與利他的

思想困惑。 

關鍵詞：經濟人  利己  利他  無我 

 

亞當‧斯密的「經濟人」思想是構築西方經濟學大廈的基石。「經濟人」，又稱「經濟

人假設」，作為一個概念由帕累托引進經濟學，但其基本思想最先由亞當‧斯密在《國富論》

中進行了系統表述。他闡述道：每個人都努力使自己的資本獲得最大的利益。一般地說，他

並不企圖增進公共福利，也不知道他所增進的公共福利為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

安樂和個人的利益。在這樣做時，有一隻看不見的手引導他追求自己的利益時經常地促進了

社會利益，其結果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利益時所得的效果為大。從論述可知，斯密肯定了每

個經濟主體（即「經濟人」）追求個人利益的正當性。每個人的利己追求經過「看不見的手」

（即「市場體系」）的調節，能達到個人利益與公共利益的高度一致。因此，「經濟人」的

利己追求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動力，利己觀念從此被經濟學賦予了正向的積極價值。斯密

「經濟人」的利己思想，二百多年來不斷受到肯定、批判、補充和發展，可以說在一定程度

上決定了主流經濟學與非主流經濟學的發展趨向。本文擬從佛學的角度，評析斯密「經濟人」

利己思想的得失，同時回應經濟學界關於利己與利他的思想困惑。 

一、利己是人類一切行為的出發點和歸宿 

從主流上看中國文化是追求成聖成賢的利他文化，利己思想一直處於被批判之列。一談

到「利己」，人們很自然地就與自私自利、損人利己聯繫起來，不被認為有正面的價值。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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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所謂利己，就是利益自己、成全自己。它源自人的自尊和自愛。既然我們強調人人都

要自尊自愛，為什麼要否定自尊自愛的具體表現──利益自己成全自己──呢？ 

無論人們是否願意承認，利己都是人類一切行為的出發點和歸宿。人們為衣食住行而工

作，追求友誼、婚姻、家庭、財富、權力、名譽、成聖成賢、成仙成佛等等，無非都是為了

利益自己成全自己。人們從事經濟活動，就是為了謀取利益，這不需要理論證明。亞當‧斯

密很冷靜地寫到： 

 

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料，不是出自於屠戶、釀酒家或烙麵師的恩惠，而是出於

他們自利的打算。我們不說喚起他們利他心的話，而說喚起他們利己心的話。我們不

說自己有需要，而說對他們有利。[註 1]   

 

在斯密的經濟學理論中，個人對自身利益的追求是經濟發展的最根本動力，各種各樣的經濟

行為都靠利己心去推動。 

利己心之所以能成為人們一切行為的最原始動力，是因為它順應了人人自愛的自然本

性。根據佛教的解釋，每個人都有與生俱來的自我執著──我執，第七識執著第八識為內自

我，這種我執習氣藏在潛意識之中。由我執能引生出我愛。從解脫論角度講，我執我愛都是

生死輪迴的根本原因，應該被捨棄。但從社會層面看，從我執我愛可以引發出自尊自愛，有

其一定的積極價值。佛教認為，每一個生命都是本來存在的，都有一個沒有開端的演化歷史，

不是被哪一個神創造的。儘管人人都有父母，但父母只是生命誕生的輔助條件（增上緣），

因為父母並不能創造獨立的心靈。所以每個生命都天然具有平等和尊嚴。具體到六道中的人

類來說，人人具有平等的人格，由於每人業力不同，就有不同的人生形態。理論上講，獨立

自主的心靈擁有充分的自由，人的自由是人的尊嚴的具體體現。既然每人都有思想和行為的

自由，那麼他必須為自己的思想和行為負有完全責任。當然，由於無始以來愚昧無知（無明）

的存在，人的理智和自由都有缺陷。理智和自由的局限，促使人有完善自己成全自己的內在

需要。從根本上講，利己源於自己的缺失。倘若人類智慧福德圓滿具足，就不需要進一步利

益自己、完善自己了。在現實層面，利己是自尊自愛的具體表現。人格的尊嚴，首先源於自

尊。尊嚴是自由心靈的自我肯定自我尊重，而不是來自他人的恩賜。而人的自尊，源於自愛。

人人自愛的結果，促使人人自我尊重，這構成尊嚴的個體性。任何人都不是孤立的存在，根

據佛教緣起論及其因果報應規律，一個人種什麼因得什麼果，一個人只有對他人付出愛和尊

重，才能收穫他人的愛和尊重，這構成尊嚴的社會性。正因為每人都為自己的生命負責，利

己就自然地成了人人遵循的價值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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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同的利己及其評價 

自從亞當‧斯密「經濟人」利己思想問世以來，不斷受到人們的批判。西斯蒙第在他的

《政治經濟學新原理》中最先從倫理角度批判斯密的「經濟人」，斥責它誘人追逐私利，追

逐私利則促使人去搶奪別人的利益。德國的歷史學派代表人物李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

體系》中批判《國富論》使最冷酷的自私自利成為一種法則。即便是一些贊同斯密「經濟人」

基本主張的經濟學者，也認為「經濟人」假說對利己的過分推崇是一種偏失，認為它不能很

好地解釋人類社會中廣泛存在的利他行為。面對種種責難，筆者認為他們對斯密「利己」思

想有所誤解。在世俗層面，斯密「經濟人」利己思想是深刻嚴整的，它不是損人利己，而是

能達成利己與利他的有機統一。為回應種種詰難，我們可以把利己分為三個不同的層次，並

逐一評述。 

(一)偽劣的利己 

偽劣的利己就是我們通常所說的自私自利、損人利己。這種利己只顧及自己不顧別人，

儘管在一時一地能謀得一己之利，但最終必將危害自己。當損人利己成為社會普遍的行為準

則的時候，每個人都希望通過損害別人而謀取自利，這樣，人人都是潛在的被損害對象，每

個人的利益最終都將受損。西斯蒙第和李斯特所反對的就是偽劣的利己。中國傳統思想中所

反對的利己也是這種偽劣的利己，但這都不是斯密《國富論》所稱許的利己。 

偽劣的利己對他人而言是一種威脅，是社會公益的破壞力量。偽劣利己現象越多，表明

一個社會的無序程度越高。由於欠缺不可預期的良性社會秩序，人人生活在緊張不安當中。

社會的無序程度越高，意味著該社會的運行成本越高，整體利益受損程度也越大。 

(二)普通的利己 

如何既順應人們與生俱來的利己心，同時又成全個人利益和社會利益呢？亞當‧斯密「經

濟人」思想很好地解決了這個問題。「經濟人」從利己心出發，其經濟行為經過市場體系的

調節，轉變成客觀的利他行為。利他行為的交互作用，使每個人自利目的都得到實現，同時

增進了社會公益。我們稱這種利己為普通的利己。 

利己心是人類的天性。如何滿足千差萬別的個體需求，同時又使社會免於你死我活的爭

鬥狀態？亞當‧斯密發現了市場的神奇作用。談到市場體系，並不是後來經濟學者所理解的

僅僅是一種配置資源方式，它在斯密的整個理論中代表著一種良性社會秩序，該秩序能協調

和昇華每個人的利己行為，使其導向理性和規範，從而降低利己心所帶來的盲目性和破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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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肯定人人都有的利己天性，同時，他指出人作為社會性的存在也具有合作的天性。

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易的行為為人類所特有。他說： 

 

我們從未見過甲乙兩犬公平審慎地交換骨頭，也從未見過一種動物，以姿勢或自然呼

聲，向其他動物示意說：這為我有，那為你有，我願意以此易彼。[註 2] 

 

從根本上講，人們所體現出的合作天性，都是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合作的結果使每個人都

成其所願。斯密認為只要刺激參與者的利己心，就能充分調動人們合作的積極性。 

 

人類幾乎隨時隨地都需要同胞的協助，要想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不行的。

他如果能夠刺激他們的利己心，使有利於他，並告訴他們，給他做事，是對他們自己

有利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易得多了。不論是誰，如果他與旁人作買賣，他首先就要

這樣提議，請給我以我所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句話

是交易的通義。[註 3] 

 

人類歷史上某人第一次用自己的東西換取他所需要的別人的東西時，就產生了交易行

為，就出現了市場。只要交易雙方是自願的，雙方都能通過交易增進福利。這種平和的自願

的交換形式，蘊含著人類文明的珍貴成果。當一個人想獲取別人手中東西的時候，有不同的

方式可供選擇，諸如：偷竊、搶奪、欺騙、交換。其中，唯有交換的方式最文明，意味著尊

重了對方的利益，尊重了對方的人格，維護了人的自由和尊嚴。當交換成為普遍方式的時候，

則表明社會擁有良性秩序。良性秩序對每個人的利益都起到調節和保護作用。相反，當偷竊、

搶奪、欺騙成為普遍遵循的行為方式時，則最終使每個成員的利益都受損。 

斯密認為，交易不僅僅能滿足人們的一時之需，而且能促進國民財富的增加。交易促進

了社會分工，社會分工提高了勞動效率，高效率勞動使人在等量時間內創造了更多的財富，

從而普遍增加了國民財富。他寫道： 

 

由於我們所需要的相互幫忙，大部分是通過契約、交換和買賣取得的，所以當初產生

分工的也正是人類要求互相交換這個傾向。例如，在狩獵或遊牧民族中，有個善於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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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弓矢的人，他往往以自己製成的弓矢，與他人交換家畜或獸肉，結果他發現，與其

親自到野外捕獵，倒不如與獵人交換，因為交換所得卻比較多。為他自身的利益打算，

他只好以製造弓矢為主要業務，於是他便成為一種武器製造者。[註 4] 

 

人為自身的利益著想，在交換中發現了從事什麼職業對自己更有利，於是就進行了職業定位，

這被稱為社會分工。社會分工的出現，使偶然性的市場交易經常化；社會分工的深化，使市

場交易的範圍日益擴大。當市場交易成為社會運作的主導方式，並且用法律政治手段予以強

化的時候，就進入了市場經濟時代。 

從道德角度批判斯密的經濟學者，片面地認為《國富論》縱容人的自私自利甚至損人利

己，實際上他們忽略了「經濟人」所處的制度環境，忽略了「看不見的手」的神奇威力。「看

不見的手」不僅僅是自發生成的市場機制，更是社會法律制度框架下的公平交易規則。每個

市場參與者，儘管都是從利己心出發，但其行為必須是利他的。比如，市場機制的力量促使

麵包師必須做出物美價廉的麵包。如果麵包師偷工減料做出劣質的麵包，表面上看他降低了

成本對自己有利，但是可能賣不出去最終導致破產。為自己利益打算是人的天性，但只有公

正的交易秩序才能使利己心與利他行有機統一，才能保障每個人達成自己的利益目標。 

(三)超越的利己 

所謂超越的利己就是無我利他。 

亞當‧斯密的利己思想，揭示了人類天生的利己衝動，同時借助良性秩序把利己衝動引

向利他。利己心在人類一切時代都普遍存在，能否協調並昇華複雜多樣的利己訴求，是區分

人類文明程度的標誌。斯密發現那只「看不見的手」能引領人們走向利他，使利他成為利己

的手段，利己成為利他的動力，最終結果增進了個人利益和公共利益。斯密讓我們理解了交

易秩序和社會制度的巨大作用，他的「經濟人」理論在人類思想史上具有里程碑的意義。 

但是，斯密「經濟人」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儘管在公正交易秩序中能引發利他行為，

但是這種利己心與人的愚癡緊緊相連，人與生俱來的愚癡具體表現為我執我愛，它讓人看不

清宇宙人生的真相，是生死輪迴的根本。我執我愛在經濟領域的表現就是瘋狂追逐物質利益，

不可避免地製造出種種衝突和緊張，滋生種種社會問題。西方力圖借助制度安排彌補人性的

不足，儘管近代以來取得了巨大成績，但實踐證明任何制度安排都不可能盡善盡美。可惜，

無始無明助長了人的狂妄，盲目地認為可以用系統化的力量解決人類的一切問題，結果卻被

系統化力量所異化，越來越喪失自由，越來越沒有尊嚴。 



《普門學報》第 41 期 / 2007 年 9 月                                               第 6 頁，共 7 頁 

論文 / 亞當‧斯密「經濟人」思想的佛學考量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人喪失尊嚴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經濟人」的現實化，人的存在被簡約為經濟資源，人

的價值被簡約為交換價值。「經濟人」本來只是經濟學的一個理論抽象，由於社會分工的深

化和市場經濟的威力，把現實世界裡的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變成了物質利益至上的經濟人。在

經濟人的世界裡，人們用物資財富衡量人的價值，經濟上的成功就是人生的成功，多掙錢多

消費成了普遍信守的準則。近代人文思潮使西方有了一整套充滿人情味的高效率制度架構，

同時，人類的愚昧也得以制度化釋放。 

人類愚昧的制度化釋放，其結果可以概括為：精神家園的喪失和物質家園的破壞。現代

科學技術的成就，使人類的物質生活水平達到了前所未有的高度，現世多采多姿的物質享受

逐步消解著人們對來世幸福的嚮往，弱化了人們的出離心。出離心的弱化就對俗世生活執著

的增強，宗教王國裡的精神家園不再是人生的最高最求。儘管當今信仰各大宗教的人數仍然

很多，但大多數人去教堂或寺廟的目的，不是為出離世間尋求動力，而是去「充電」以更好

地投入並享受世俗生活。人類對物資享受的過度追求，使各種自然資源被開發濫用，把人類

拖入資源枯竭、物種滅絕、大氣污染、生態失衡的困境，生存環境普遍惡化。人類到了危險

的境地，我們必須認真思考未來的路。本人一直比較悲觀地認為，由於共業的慣性力，人類

作為一個整體前途堪憂，不過，其中某些個體可以借助往世今生的善業獲得解脫。 

佛教認為，獲得解脫的根本途徑就是破除無明，在清淨心的基礎上集聚解脫資糧。這就

是大乘解脫法門──無我利他。所謂無我，就是破除了對自我認識的偏執，洞悉了人生的緣

起實相。無我就是在緣起的生命裡並沒有一個永恆不變的自我，不能把無我理解為：有自我

意識的存在為非存在。無我，使人們更深切地理解生命之間互依共存關係，有情眾生互為父

母子女兄弟姐妹，並由此培植出大氣磅礡的感恩心、平等心、慈悲心和責任心。 

以無我的智慧引領的利他是純粹的利他。既然是純粹的利他，為何稱其為超越的利己呢？

它可用佛教的因果報應規律進行解釋。當一個人完全以他人的根本利益為出發點時，就種下

了善因，因緣際會時必收穫善果。從事利他行為時，若以有所得的功利心為基礎，那麼收穫

的不過是有限的人天果報；若以無所得的清淨心為基礎，甚至連利他的念頭都沒有，那麼將

收穫不可限量的出世果報──佛果。如《心經》所說：「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若波羅

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離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若波羅

蜜多故，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的心去救度眾生，正因為沒有自我利益的執著，

才可以真正成就無上利益，使他的智慧福德日趨圓滿直至成佛。 

從根本上講，佛教不但不排斥利己，而且告訴人們如何做才能真正地利己：唯有無我利

他，才能提昇自我、完善自我。這個從凡夫到佛的過程，就是全面成就自己利益的過程。 

綜上所述，斯密「經濟人」思想有一定局限性，但公正地說，這一局限性不是斯密造成

的，作為一名經濟學家，他已出色地完成了自己的使命。對我們而言，繼承發揚斯密的思想，

以無我無畏的氣概去改良社會秩序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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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北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二年）第十四頁。 

[註 2] 同 [註 1] ，第十三頁。 

[註 3] 同 [註 1] ，第十三－十四頁。 

[註 4] 同 [註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