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谓“辅助性原则”？简言之，它是对最早在天主教社会教义中得到明确阐述的

西方社会哲学的一大贡献。从天主教社会教义的角度来看，任何新的经济学范式都必须

符合基本原则，即人的尊严、共同利益，尤其是辅助性原则。这一原则于1931年在教宗

庇护十一世的《四十年》通谕中首次提出，旨在给予警示：政府干预措施能够并且应该

以适当的方式，援助个体及家庭实现其在现代工业经济中的目标。来自国家等“上级组

织”的此类援助（补贴），绝对不能剥夺它们似乎在尽力援助的“下级”实体的正常运

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尊重所有人的尊严、家庭等自然社群的权利与共同利益。

以下是《四十年》通谕中的经典论述（1931年）：

79、“从个体手中夺走他们通过主观能动性和勤勉所取得的成果，并将这些成果

提供给社群，这是严重错误的做法，同样的道理，将下级组织力所能及事情收归上级组

织也是一种不公正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严重的罪恶，扰乱了合理的秩序。因为每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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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活动，本质上都应该向社会团体成员提

供帮助，而不应该摧毁和吞并他们。”

80、“因此，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应该

允许下属团体处理次要的事务和问题，否则

会极大地分散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精力。权

力下放后，国家就会更自由、更有力、更有

效地做非其莫属的分内之事，因为只有它才

能够做好这些事：根据场合的需要和必要

性，进行指导、监督、敦促和约束等。”

为了领会“辅助性原则”含义随着各

种危机出现而演变的方式，有必要回顾一下

《四十年》通谕（1931年）的颁布背景。当

时，梵蒂冈正与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主义意

大利政府争夺对天主教机构的控制权，尤其

对教育和青年组织的控制权。尽管《四十

年》通谕假定等级制社会秩序（存在“较

高”和“较低”等级）是不可避免的，但教

宗庇护十一世显然是要挑战国家及其履行

“职能”的方式，尤其是向以家庭为基础的

基本人类群体提供（经济、社会、政治、文

化等方面的）援助。

然而，“辅助性原则”并不认可自由

主义主张的所谓小政府或“看守人国家”的

非干预观点。该原则假定，现代国家需要发

展，并且需要集中各种旨在促进国家发展的

社会福利职能。该原则并不排斥这些职能，

而是希望，在家庭和教会等基本机构的完

整性得到保证的前提下，确保这些职能可以

提供真正的援助。一旦人们明确地认识到，

在抵制法西斯主义及其他形式的极权主义的

斗争中，该原则的应用并不局限于其原始含

义，便会引用该原则来澄清有关如何确立公

共和私人援助形式的基本问题，确保其与人

格尊严、共同利益、分配公平和其他天主教

社会教义原则相一致。

第一个核心理念：辅助性原则和企业管理

最近的一个创新成果是《商业领袖的

圣召》（VBL：正义与和平委员会，2012年）

中的几段话，其中建议商业领袖在工作的组

织与管理之中创建“辅助者结构”。《商业

领袖的圣召》（VBL）一文中提出了“三个切

实可行的步骤”，用于促进员工参与创意企

业管理的愿景：

• “在公司的每个层级上明确界定其自

治权和决策权的范畴，并尽可能给这

些权利留下宽大的空间。同时需要设

置限制，以使决策权不超过个人或团

队获取决策所需信息的能力，从而确

保决策后果不会逾越其责任范围。

• 教育、培训员工，确保他们得到适当

的工具、培训和经验来执行任务。

• 允许承担任务和责任的人自由做出决

定，并完全接受其决策风险。因此，

辅助者的业务结构应该培养相互尊重

和责任感，并让员工的真诚敬业带来

良好的业绩。” （VBL 49）

接受管理责任意味着成为“仆役领

导” （VBL 50）。 实施“辅助性原则”意

味着超越“授权”或将任务分配给下属，

在这种情况下，最终责任由企业主承担。

（VBL，49）实施“辅助性原则”要求行政

领导层有自律性，并做出真正的努力来增强

给“下属”的授权，使他们能够自由发挥自

身的才智以支持公司的明确目标。各级员工

都成为企业的“共同创业者”或合作伙伴，

并受到相应的尊重和奖励。（VBL 50）

第二个核心理念：辅助性原则与合作社运动

在天主教社会教义有关克服贫困的建

议中，“辅助性原则”也写得明明白白。从

经济角度看，给穷人授权意味着向他们提供

获取资本的渠道。通过对孟加拉乡村银行或

菲律宾信用合作社的调查，可对上述情况予

以说明。其中，该原则有助于克服阻碍传统

银行向穷人贷款的“道德风险”：若贷款管

理得当，向穷人提供信用贷款所涉及的风险

不会比向富人贷款更大。

从孟加拉乡村银行创立的故事中可以

清楚地看出，小额银行业务的成功取决于向

本地网络授权并将确立其为负责机构，以确

保所有参与者的合规性。（Yunus，2007年）

如果我在当地社群成员的批准下获得了贷

款，那么我就更可能偿还贷款，因为任何违

约行为都会使社群其他成员丧失获得其贷款

资格的机会。管理良好的信用合作社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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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的最佳做法中也反映了类似的见解。（罗

世范、丹宁思，2015年，第23-45和441-463

页）。

为了使此类计划发挥作用，必须有获

取资本的途径，即，信用合作社或合作银行

必须与“上级”机构（私人或公共机构，包

括传统银行及国家机构）建立起工作关系，

这些机构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够而且必须确

信，使用小额信贷策略向穷人贷款的风险不

会比向富人贷款更高。将小额银行业务和信

用合作社整合到经济学新范式中，所面临的

实际挑战是如何将前景光明的当地成功经验

拓展为国家或全球制度建设战略，从而增强

经济活力。

对小额银行业企业历史的研究表明，

所涉及的道德风险并非仅仅限于获得此类贷

款的穷人。更大的风险来自行业管理人员履

行其职责的方式，尤其当他们向自己、朋友

和家人放贷时。必须对行业管理人员以及当

地借贷网络的任何贫困成员执行相同的还款

规则。其中，“辅助性原则”也有助于厘清

长期存在的反腐败挑战，这是保持长期成功

所不可或缺的。如果管理人员或企业领导利

用信用合作社谋取私利，忽视了其成立的目

的，那么就会滋生腐败，其后果可想而知。

伴随成功的固有风险还在于，如果国

家发觉很容易将小额银行业企业改组为政府

机构，那么国家可能会试图征用此类企业，

侵占其资源，限制其获取国内外资本的机

会。在马科斯独裁统治时期（1972-1981年）

，菲律宾信用社的悲惨历史充分揭示了小额

银行业机构在违背辅助性原则的环境中所面

临的挑战。

第三个核心理念：辅助性原则是经济学新范

式的核心

最后，“辅助性原则”将在经济学新

范式中得到进一步的应用。鉴于新冠大流行

及其后果，经济学新范式必须将重点放在全

球贫困问题及相关的解决措施上。教宗方济

各在《赞美你》（2015年）和《众位弟兄》

（2020年）等通谕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

贫困并非一种自然状况，因此不能像忍受台

风、地震等不可抗力一样地去对待它。贫穷

是系统性失效、经济体系腐败以及通过操作

经济体系为特定群体攫取利益的产物。富人

并不比穷人更有道德或更应该获得利益。若

人的尊严真能获得尊重，就一定能够激励我

们摒弃对未能分享繁荣成果的其他人的传统

偏见，无论这些偏见是基于种族、信条还是

肤色。如果经济学新范式要实现这种承诺，

我们就必须学会相信所有人都可享有的授权

战略，而不能仅仅限于我们的亲人或朋友。

经济学新范式的建立实质是一场精神斗争，

呼吁所有人忏悔其在不公平的社会结构中所

犯下的共谋之罪，以便与所有其他人合作，

共同探索分享上帝恩典的新方式。

•

丹宁思博士、教授,罗世力公司研究部主任

菲律宾杜马格特西利曼大学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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