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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由本报记者 刘红娇 采写
策划 咸凯慧

健康发展 诚信为本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诚实守信，是我们从小就被家庭、学校、社会教导必须拥有的品德。诚信对于一个

人、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现实社会中，至关重要的诚信又是如何被人们恪守着呢？带着这样的问
题，我们作了相关的社会调查——

诚信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更是社会不可或
缺的运行规则。现今，在我国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大环境下，经济的迅猛发展浪潮
不仅让国家强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让
某些人产生了拜金主义和一切“向钱看”的
错误思想，诚信缺失问题也就随之出现。
让我们先从经济发展这个最直观的角度，
来谈谈诚信缺失带来的影响。

生意不好做，诚信缺失是首祸。关于
诚信，有一个讲中国承包商的笑话曾流传
甚广。据说，有一回天堂的大门坏了，上帝
招标修门，别人报价3000元、6000元，中国
商人报价 9000元却中标了。原来是中国
商人与上帝平分了6000元之后，将大门转
包给了出价 3000元的人干活。后来地狱
的大门也坏了，阎王吸取了天堂修门的教
训，把招标价格控制在 3000元，中国商人
给评标的小鬼 500元之后，又中标了。然
后中国商人修了一天宣布停工，拖工半年
后，地狱追加投资3000元才完工。再后来
天堂与地狱之间的路坏了，上帝和阎王吸
取了前两次的教训，要求定价3000元一次
性完工。同样的价格中国商人表示还可以
赠送茅台酒，结果中国人又中标了，验收时
却发现是个豆腐渣工程，只能再追加投资
重修。

这就是做传统生意的现状，有私下好
处可拿就无视后果的“利己主义者”随处可
见。在各行各业、各个角落，都有人在走后
门，有人找亲戚熟人“好办事”，有人靠“红
包”“折扣”广开门路，更有人把酒桌文化

“丰富”一下，发展成“潜规则”……有了这
样一群爱走捷径的人做榜样，也就有了其
他人的有样学样：不重质量重“公关”，不图

成果图利润。于是豆腐渣工程出来了、失
效疫苗也出来了、“水货”“高仿”更是遍地
走。

企业失信，从短期看，可能通过生产假
冒伪劣产品赚取高额利润，但侵犯了消费
者权益，无形中损耗了自身信誉，长久以往
会丧失消费者信任。有的企业失信，不仅
影响自身发展，还会给整个行业带来不良
影响。像当年的“毒奶粉”事件，导致全国
的奶粉行业持续低迷，海外奶粉借此抢占
了大部分国内市场。这种令诚信为利益让
路的行为，宛如溃堤千里的蚁穴，破坏的是
传统行业的根基，影响的是整个经济发展
的未来。

用诚信换钱是换不到未来的。谈到经
济就离不开钱这个话题，资金的流通是经
济体系的生命线。小到个人创业、大到企
业发展，资金都是重要支撑。国家为了助
推经济发展，开展了一系列优惠信贷政策，
帮助那些有创业意向和能力的人打造自己
的事业，让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能够扩大生
产经营、增强市场竞争力。各大银行的信
贷部门也都纷纷出手，为那些需要资金发
展的企业和个人提供资金支持。

“借钱容易还钱难”，资金的来源问题
是解决了，可资金的回流却又出现了新难
题。有的企业和个人因为经营不善难以及
时还贷，但也有那些借了钱就没打算还的
主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赖”。贷款个
几百上千万出来，到期却收不回来，一笔笔
资金变成了呆账、死账，这给资金提供者压
上了沉重的负担，甚至可能被其彻底拖垮。

“老赖”无处不在，民间资本的相互借
贷，也难免碰到欠债不还的情况。与政府、
银行那些有着正规严格审核制度的抵押贷

款不同的是，民间资本借贷大多是发生在
熟人、亲友之间的。双方由感情作为维系
彼此关系的枢纽，一般没有相应的抵押物
品，靠得就是对方的诚信和人品。如果对
方不讲诚信，在“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情
况下拒不偿还借款，那么被欠款人想要追
讨回全部欠款是很困难的。

显然，民间资本借贷的现状并不乐观，
以前的人是怕欠别人钱，欠钱还不上心里
难受；现在的人是怕借给别人钱，借出去的
钱要不回来，才是真的惨。很多做小本生
意的人都不敢说自己赚没赚钱，怕亲戚朋
友来借，更怕借了不还。不借吧，人家会说
你这么有钱，借点儿钱怎么了？不借伤感
情。可等着想要人家还钱的时候，人家又
说了，你这么有钱，还差我这点儿？天天追
着要什么要？

金钱的考验就是诚信的试金石，欠钱
不还就是最直白、最明显的不讲诚信。“老
赖”的问题不应轻视，谁生活中没碰见或是
听说过几个这样的“老赖”？可我们应该知
道，诚信企业是想要持续发展的重要保
障。如果连“欠债还钱”这种最基本的诚信
都做不到，那具有这样品格的人经营的企
业前景又能光明到哪儿去？也正是这些大
小“老赖”们的不讲诚信，让资金无法健康
顺畅流通，一片大好的经济形式也就这样
没了活力，渐渐变成一潭死水。没有了资
金支撑的经济就是空中楼阁，随时面临崩
塌，更谈不上什么未来。

诚信是生产者的根本、是经营者的金
字招牌、是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失信换
来的利益是虚假又短暂的。在利益的诱惑
面前，只有坚定地树立诚信意识、守住底
线，才有未来发展的可能。

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动力与重要支撑。一
座城市的经济如果不能健康可持续地发展，那
么这座城市就是一个没有活力，更没有发展动
力的城市。良性健康的经济发展环境，诚实守
信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反之，诚信缺失制
约着经济的发展，更是导致经济形势日趋严峻
的根本原因。越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紧要关
头，诚信的重要性就越发明显。想要坚定树立
诚信意识，首先要从观念上进行转变。

树立诚信意识，观念是根本。说到树立诚
信意识，我们不得不谈谈“中国式过马路”的思
维方式给树立诚信意识带来的不良影响。在
规则不允许的情况下，当遵守规则的人看到他
人践踏规则取得利益时，哪怕明知违反规则是
要付出代价的，也会产生效仿对方的冲动。甚
至会觉得人家都这么做，我不做就会吃亏，我
知道这么做是错误的，但要抓总不会只抓我一
个。当从众心理遇到法不责众的心态，“中国

式过马路”的思维方式带来的后果就是近墨者
越来越黑，足以使诚信进入“断崖式”的崩溃状
态，让诚信缺失的问题变得雪上加霜。诚信就
像一条纽带，连接着每个人，一旦失信，容易造
成“破窗效应”，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在经济层
面，整个社会的大环境都会被这种心态影响
着。

我们这个社会缺的不是对诚信的呼唤，而
是对诚信的坚守。从对“虚假新闻”的声讨，到
对老人跌倒扶不扶的讨论，各种道德事件就如
同一块块三棱镜，折射出这样一种复杂的心
理：一方面，内心认同诚信，对诚信缺失的不道
德行为进行谴责；另一方面，当自己面对考验
时，自我利益又占了上风。这种现状，体现了
当今社会对更加完善的诚信体系建设的需求
——使守信者处处受益，令失信者步步难行，
进而构建起不敢失信、不能失信、不愿失信的
社会体制机制。

诚信是金，不可或缺 坚守诚信，刻不容缓

无论对个人、企业，还是对社会、国家来
说，诚信都是无价之宝。诚信正在成为个人和
社会的一笔宝贵财富，是个人干事创业、社会有
效运行的刚需，这一点将随着国家不断地完善
信用体系建设而越发明显。相信在不远的将
来，那些以失信取得利益的短视行为将逐渐被
淘汰，由诚实守信带来的可持续发展才会是社
会前进的主流方向。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社会体系的正
常运转离不开诚信的支撑。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提倡，到个人征信体系的建立，诚信是每
个人在社会上的“通行证”。一旦我们能建立一
个强大的信任体系，这就意味着社会有了一个
公共、公平、合理的规则保障：信用高的个人，可
以享受免押金租车、酒店先住后付等便利服务；
信用好的企业，能得到融资贷款、财政扶持等优
惠待遇。而那些上了失信黑名单的企业和个
人，他们的求学、出行、投标、贷款等都将受到影
响，以此倒逼失信主体自觉改正、重塑诚信，从
而打造出一个名副其实的诚信社会。

诚信社会，发展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