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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团购的三重伦理矛盾及其和解
——基于“大思政课”理念的逻辑分析

◇庞 睿 王肖芳

一、资本逻辑与社会责任的矛盾

资本逻辑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己需求与利他需要的纠葛。资本逻辑

强调利己性，社会责任强调利他性。资本逻辑如同

施咒一般将人轻而易举地变成“金钱教”的狂热信

徒。社会责任则不然，它强调的是企业利他的属

性。互联网巨头在选择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利己还是

社会责任主导下的利他时，内在地形成了一道天然

的“矛盾之幕”。

第二，利润获取与理想追求的交织。从思政理

论的角度来看，资本逻辑钟情利润，企业责任在意理

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中，资本一旦放弃追逐

利润的本性，同时也就放弃了存在的价值。从企业

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企业体量和规模越大，强调给予

社会发展的贡献也越大，所要追求的理想也越远

大。一个理想的状态是，企业巨头在经营获利的同

时，也应该紧跟国家发展需要和科技战略布局，树立

“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的远大理想。现实却

呈现出另一番景致。互联网巨头纷纷入驻社区电商

充分说明其对利润的追求多于对理想的追求，造成

企业在利润获取与理想追求之间的巨大张力。

第三，物质渴望与精神期盼的缠绕。资本逻辑

借符号之名扭曲产品本能必然导致公众注重物质的

结果，社会责任则强调企业以“真善美”为导向的精

神期盼。资本在型塑物质世界的同时，也要顾及精

神世界的圣洁。王小锡的一个卓有深度的发问实则

也是对该问题的有效回应：“假如资本没有了精神尤

其是缺乏精神的引导、协调、约束，那资本还能运动、

还是资本吗？”理论上的问题容易解决，关键在于实

践中，互联网巨头还是只顾及市场的占有和未来的

社区布局，说到底是一个物质层面的思考，精神在这

些企业的战略层面被自觉地屏蔽了，物质与精神也

就成了矛盾的存在。

二、垄断逻辑与公平交易的矛盾

在资本逻辑之下，社区团购的发展及布局逻辑

粗暴简单：巨额补贴“引流”——抢占市场份额——

挤走小商小贩——企业之间收购、合作、重组——形

成“垄断”——提价销售。恩格斯断言值得我们认真

反思并严肃对待：“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

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

的人对全社会进行如此露骨的剥削。”其原因何在？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当前企业的深刻矛盾之所

在。那就是：自由竞争以垄断为归宿，但是，在竞争

的过程中，企业又有着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期盼。一

方面是对垄断的苦心经营，另一方面是对公平正义

的不懈坚持，这就成为当前互联网巨头入驻社区电

商的“烦扰”之处。面对这种“烦扰”，从当前具体情

况来看，前者实则战胜了后者，为我们呈现出世俗的

经济生活的一面，对于文明的可能世界的构建，则成

为争斗过程中的牺牲品。正应了当前一个略显无奈

的展望：“互联网巨头走到哪里，哪里就会面临洗

牌。在资本的力量下，行业格局如何演变仍旧未

知。”

三、个体逻辑与国家发展的矛盾

（一）哲学基础矛盾

个体逻辑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国家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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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基础是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是“一种强调个人

自由、个人利益，强调自我支配的政治、伦理学说和

社会哲学。实质上是一种从个人至上出发，以个人

为中心来看待世界、看待社会和人际关系的世界

观。许多资本裹挟下的企业在追求发展过程中仍以

未经正名的个人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财富积累的

扩张为特征，拒绝和排斥集体利益，“逢利必钻”是其

典型写照。那些入驻社区电商的互联网企业巨头，

一方面需要不遗余力地寻求最大化的利益，另一方

面也有为社会和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愿望，其内在

的矛盾一目了然。

（二）思维方式矛盾

个体逻辑思维的出发点在于二元对立思想，国

家发展思维的出发点在于辩证思想。电商巨头将社

区作为竞技场纷纷登台竞争，是二元对立思想必然延

伸出的公司战略性决策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映射。

国家发展强调和谐共生、互鉴互促、双赢、彼此成就等

价值观念。介入社区团购的互联网巨头既有着以二

元对立思想为出发点的要求，也有着以辩证思维为出

发点的现实动机，矛盾之处也就彰显了出来。

（三）具象实践矛盾

个体逻辑的具象实践表现在通过低价倾销等方

式恶意排挤竞争对手，通过不正当竞争争取优秀团

长，在实力相当的企业之间进行价格串通以实现市

场独占的目的，以看似遵循公平竞争的方式摧毁市

场公平竞争机制。国家发展的具象实践则体现为国

家天然有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便捷服务的目的指向，

让消费者足不出户进行多样化的日常生鲜选择，并

在离家最近的地方提取产品，消费者的时间成本和

购物选择成本均得到节省。个体逻辑的具象化实践

和国家发展的具象化实践之间的矛盾为企业带来的

纠结状态。

四、矛盾的和解之道

（一）强力确保企业规范经营

网络巨头纷纷入驻社区电商，存在恶意竞争、哄

抬物价、排挤对手等有违市场公正的行为，其目的在

于形成“垄断式”市场。于情于法而言，这种“扎堆”

的行为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从法律角度来讲，国家

的法律、制度、政策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企业需

要无条件遵从，遵纪守法的经营活动受到法律的支

持和保护，有损国家、集体、人民群众利益的经营行

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或者相应的处理。我们绝不

能低估了资本的逐利性，在未来，只有出台更为细

致、严谨、明确的规范，才能够确保企业巨头既实现

“盈利”的目的，又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实现企业

发展与国家发展同向同行。

（二）通过教育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感

社会主义制度下开办的符合资质的企业、公司，

在遵纪守法条件下的经营行为与社会、群众等产生

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关键在于分清是非，解

决的原则是“团结—批评—团结”，解决的方式是说

服教育。普之以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企业明

白自身与国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盈利的

同时，自觉承担起国家发展战略部署中的相关任务

如科技创新，促进国家和企业的同向发展，形成国

家—企业共同体。

（三）系统推进企业家树立正确义利观

除了用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等惩戒、警示和规范

外，还应该辅之以明确的“责任清单”和“道德清单”，

明确企业家应尽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对企业家

的思想教育也必不可少，以地区为单位，通过培训、

宣讲、报告、网络学习、座谈会等形式提升企业家的

责任意识和道德意识。树立榜样，以榜样的力量推

动企业家形成正确的义利观。面向全社会讲好积极

响应国家号召、跟进国家发展、热心社会事业、促进

行业进步等重利轻义的企业家及其发展的故事。

（四）涵养企业道德的自我意识

企业道德的自我意识的涵养，是因为企业对道

德有着迫切的内在需求。道德自觉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企业的持久性和稳健性。可以说，有资本必有

道德，资本投资必须讲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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