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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企业家精神具有根本区别 , 这需要从制度上保证

中央企业经营管理者从政府官员角色向企业家角色转

变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 , 试图通过对国企领导人考核来

推进中央企业的自主创新工作并不一定有效 , 创新投人

可以考核 , 但是否具有勇于创新 、 承担风险的企业家精

神是无法通过指标来考核的 。实际上 , 敢于承担创新风

险的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来自于内在激励 , 而非外在约

束 。最后 , 针对由于制度原因形成的中央企业创新风险

承受力小的特点 , 积极化解中央企业的创新风险, 建立

有助于创新的生态系统 。在创新方向和项目选择上 , 中

央企业要选择那些方向相对明确的重大研究项 目 通过

完善创新生态 , 建立有效的专利保护制度 , 激励中小企

业创新发明专利 , 中央企业可以通过选择采购这些发明

专利进一步产业化 , 来避免创新方向选择错误的重大风

险 通过政府长期采购等承诺来减少未来创新的不确定

性 还可以通过引人风险投资基金 、 建立研发准备金制

度等手段在中央企业逐步形成包容技术创新失败的制度

文化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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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义命观 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

李敬峰 刘 俊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李敬峰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刘俊在来稿中

指出

朱子的义命观是在程颐的义命观上深人和推进的 , 程颐开其序 , 朱子深化之 。朱子的义命观继续延续传统儒家

高标主体道德自由的主张, 早在孔子那里 , 就主张 “为仁由己” , “子曰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 不以其道得之 , 不

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 不以其道得之 , 不去也。君子去仁, 恶乎成名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 造次必于是,

颠沛必于是 。” 孔子认为追求富贵, 远离贫贱是人的普遍诉求 , 但孔子认为得之与去之的标准就是 “义 ” , 而朱子的

义命观是严格区分义命的界限的, 并以此划分四个等级 , 最终的价值层级是唯义至上 , 不再言命 , 使其成为儒者修

养的最终理想追求 。朱子的义命观把 “义 ” 的标准设定为本体意义的天理 , 这就使人之行 “义 ” 具有至高无上的神

圣性和不可推脱性 , 甚至提供本体依托 , 而认为 “命 ” 是人之行为的界限。儒家作为一种道德哲学 , 落实在现实生

活中必然是道德的生活 。朱子哲学高度阐扬道德的至上性 , 他的义命观并不是 “命定论 ”, 而是以德待命 , 在挺立道

德主体自我的过程中去正命 。作为正统儒家 , 朱子自然对 “义 ” 的至高无上性确认无疑 , 但这的确隐藏着一种危险。

朱子以德待命的义命观在现代道德纠结和冲突的社会中仍为我们走向理想的道德生活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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