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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中小企业迅猛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成
为经济增长和就业率提高的主要动力，成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一，中小企业在许多行业和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
目前，中小企业已占到全国企业总量的90％以上。
在纺织、食品、塑料、仪器仪表等行业中，中小企业销售收入占到同行业的80％以上。
在外贸领域，中小企业以其灵活的经营方式更显出独特优势。
第二，中小企业已成为大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和特大型、超大型企业的出现，越来越需要众多专业性强的中小企业与之配套，
形成工艺专门化、产品多元化的企业组织结构，为大企业的发展提供服务。
第三，中小企业在解决劳动就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短缺，就业压力大。
原来作为就业主渠道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现代化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已难以
再吸收更多的人就业，加快发展中小企业就成为扩大就业的现实选择。
第四，中小企业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通过发挥“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利用各种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新工艺，积极开发新产品，较
好地适应了市场多样化的要求，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小企业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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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道德的起源二、企业道德的本质第二章 企业道德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一、企业道德的结构模式
二、企业道德的社会功能三、企业道德的运行机制第三章企业道德的基本原则一、道德原则概述二、
社会主义企业道德的核心与本质三、社会主义企业道德原则第四章 企业道德规范一、道德规范一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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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二、企业道德行为的机制和过程三、企业道德品质的形成和社会主义企业道德的品德要求第七章 
企业道德评价一、企业道德评价及其作用二、企业道德评价的标准三、企业道德评价的根据四、企业
道德评价的形式第八章 企业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一、企业道德人格二、企业道德教育三、企业道德修
养四、企业经营活动者的道德境界第二篇 企业运行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第九章 厂商的道德责任一、厂
商的道德责任二、产品安全与产品风险三、产品责任第十章 企业营销中的伦理问题一、当前我国企业
存在的营销伦理问题二、营销伦理失范的原因与影响因素三、解决当前我国企业营销伦理问题的应对
策略第十一章 企业财务管理与财务信息的披露一、企业财务中的伦理问题二、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三
、企业并购与重组第十二章 企业员工管理与伦理一、员工的基本权利二、员工的职业生活质量第十三
章 企业的知识保护和信息管理一、企业的知识财产二、企业机密三、企业的信息四、内部人交易第十
四章 企业利益与环境保护一、环境问题及主要成因二、环境伦理三、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第三篇 
中小企业伦理建设战略第十五章 企业伦理建设战略一、企业伦理战略二、企业伦理战略的实施主要参
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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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准则作为道德规范，其对待行为善恶的倾向性就更加明确了。
从图腾、禁忌、礼仪和风俗等规范形式来看，很难区分出原始人当时有什么自觉的善恶意识。
原始人膜拜什么或禁忌什么，几乎完全受一种蒙昧意识，一种蒙昧常识所支配。
缄言尽管消除了这种蒙昧性，但它基本上还是劝诱性的，把一个道理描述出来让你思考，并让你自行
选择。
准则却不同，准则明确认定某一行为只能是这样而不能是那样。
准则由于是包含着道德理性的成分，从而同图腾、禁忌、礼仪和风俗区分开来，准则又由于包含着道
德命令的成分，从而又同缄言区别开来。
准则已经完全成为文明人最一般的道德规范形式。
一切道德规范，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准则。
　　5.义务和责任。
义务作为道德规范，其道德强制性又高于一般的道德准则，准则还仅仅是一种行为适当与否的标准。
换言之，每一项准则，只有当道德主体碰到相应的行为处境时，才必然受这项准则的制约，但并不是
任何道德主体在任何时候都会同时遇到各种行为准则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道德主体的行为与某一准则不相干，那么这项准则对道德主体就没有约束力。
但道德义务则不同，在一个既定的道德体系中，作为义务的准则，常常是道德主体在社会的道德生活
中所摆脱不掉的。
因而道德主体要成为有德的人，就必须履行这些道德义务，不履行这些义务，就称不上是有德的人，
甚至还有可能是“缺德”的人。
也就是说，道德主体在面对这些义务时，几乎不能选择是否履行这些义务，而是必须接受这些义务。
例如“五爱”作为我国各族人民的社会公德，就是具有“命令”性质的道德义务，只有遵守这些公德
，才谈得上做一个有德的人。
　　责任作为道德规范，又是在道德义务上的一次升华。
如果说道德义务还较多地表现为外在的道德要求，那么责任则已把这种外在的要求转化为内在的要求
，因而责任是人们主动意识到的义务，它具有良心的成分。
换言之，道德义务与道德责任，是同一种道德“命令”在人之外和在人之内的两种表现形式。
由此可见，责任所包含的道德强制力和道德理性，是所有道德规范中最多的，也是社会道德要求和个
人的道德信念结合的最紧密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责任在道德规范的整个体系中，是处于最高层次的道德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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