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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民族传统与金融发展
———基于中国西部地区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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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制度作为影响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因受到广泛关注，但众多资料集中在正式制度

（法律、政治、产权）方面，鲜有从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的非正式制度视角综合论述

其与金融发展的关系。 本文在梳理总结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创新性地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

出发，以我国西部普遍存在的多元化宗教信仰和多样化民族传统为研究对象，试图阐明其对金

融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指出重视宗教信仰、民族传统对于我国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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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是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宗教信

仰的群体自然产生了不同的思维观念、生活方式与

价值体现。 《宗教百科全书》中指出每种已知文化

中都涵盖了宗教信仰，当某些价值观念在特定的文

化群体中予以确立时，人类进程就留下了宗教的历

史印记；并且，社会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的影

响，只是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不同的民族有着各自特色鲜明的习俗传统、文

化传承与社会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思维方式和价

值观念。 民族传统是各民族文明在历史演化进程

中汇聚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的文化，是文化变迁

和相互融合中的必然现象。 广义的民族传统指一

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比如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狭
义的民族传统则指单一民族的文化传统，比如我国

５５ 个少数民族具有各自独特的习俗、观念与心理意

识。 本文涉及的民族传统主要指后者。
金融发展理论的系统形成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以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１９６９）的

金融结构论，Ｍｃｋｉｎｎ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ｗ（１９７３）的金融深化

和金融压制理论系统为代表。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经济学家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引入经典的内生

增长模型，形成了“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 而当今

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前沿，即 “第三代金融发展理

论”，探讨与追溯哪些因素促进了金融的发展与变

迁，使得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践的边界不断拓展，内
容不断丰富。 “第三代金融发展理论”中，制度因素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经济因素、禀赋因素与

金融发展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宗教信仰、
民族传统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就属于“第三代金融发

展理论”研究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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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信仰、民族传统影响金融发展的

机制与路径
诺斯最早系统性地论述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

关系，他认为制度是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两

者的交叉共同组成，三者决定了经济增长。 如果说

正式制度是一种显性的力量，是政府利益集团的法

律、制度、政策等正式规则来约束与管制法人与自

然人的行为；那么，非正式制度就是无法通过权力

机构强制实施的一种自我约束机制，是一种隐性的

力量，通过道德伦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文化传

统、风俗习惯等非正式规则来影响人的行为与决

策。 宗教信仰与民族传统就是非正式制度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发展决定了金融

发展，制度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因此，制

度也是影响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 不同的是，制度

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机理包括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

制度的作用，既有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又有自下

而上的制度需求（见图 １）。

图 １　 制度对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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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非正式制度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图 １ 显示了制度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正式

制度通过中央政府的收权与放权实现对地方政府

的制度供给，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竞争与博弈，同
时对本地区的经济金融运行与活动进行干预或者

管制，导致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的非均衡状态，各地

的金融运行又影响了当地自然人和法人的金融行

为，这是正式制度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
图 １ 和图 ２ 显示了非正式制度与金融的互动关

系，非正式制度中的宗教信仰、民族传统等调节了

人们的价值取向并影响了金融行为，又通过金融功

能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意识。 自

然人、法人在表现金融行为的过程中又会对地方政

府提出相应的制度需求，比如建立金融试验点的愿

望，对产权保护的需求，获得更多金融政策和财税

优惠的安排，或者是对政府放松管制的要求，地方

政府将自身发展利益与当地企业、个人利益结合从

而向中央要求放权，向中央提出更多的政策支持和

授予自主权利；因此，这个过程就体现了自下而上

的层层制度需求。 这也就是宗教信仰、民族传统影

响金融发展的机制路径。
中国西部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历史上曾

经是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有着丰富的历史

文化底蕴，以及多元化的宗教信仰与多样化的民族

传统，这些非正式制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也
是世界文明的瑰宝，对传统与现代的经济金融产生

了重大影响。 多元化的宗教信仰与多样化的民族

传统是相互交织、有密切关系的，有很多少数民族

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因此其经济生活方式就是宗教

思想的具体体现；有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原始崇拜

与信仰，但可能并不是中国的五大宗教之一，比如

分布在贵州黔东南的苗族，几千年来信仰的巫教就

是一种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有的少数民族群体可

能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仰，而是通过独特的文化

习俗体现。 本文以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

的相关学科知识为基础，从我国西部地区多元化的

宗教信仰、多样化的民族传统来详细探讨其与金融

发展的关系。

三、宗教信仰与金融发展
早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指出宗教信

仰对个人和经济活动的影响，并关注了宗教活动、
宗教团体、宗教市场结构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首次系统地从社会职业分层、宗教伦理入手阐

明了宗教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塑造。 科里·亚齐和

罗纳德·艾伦伯格（１９７５）引入量化模型将宗教信

仰与经济行为相联系，形成了独立的宗教经济学学

科。 国内的学者在研究宗教与经济金融问题时主

要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视角进行探讨，如
宗教对经济基础的依赖，特别强调宗教意识对经济

发展的反作用角度。 宗教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影响

也是很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点，如宗教世俗化中的

传统裂变与现代超越，宗教伦理与市场经济发展，
宗教对现行经济制度、规则和秩序的维护，宗教对

人力资本的作用，宗教信仰与企业家精神，宗教伦

理与周期性的金融危机，等等。 有的宗教意识促进

了社会的创新、公平竞争与进步，有的则倡导压抑

人们的经济行为，窒息创新的产生，甚至被曲解异

化为极端与分裂。 在分析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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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金融的影响时，一定要秉持科学客观、辩证的哲

学基本思想。
儒家和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南北朝时期印

度佛教传入中国并得以光大，此后伊斯兰教和基督

教先后也传入中国，我国五大宗教并存，相互交融

与融合发展。 中国西部地区主要分布有世界三大

宗教中的佛教和伊斯兰教，还有基督教、天主教、道
教，以及在西南少数民族省份的多重宗教信仰。 从

中国县域宗教分布状况可以看出，佛教的信仰群体

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云南、四川、甘肃和内蒙古

等广大地域，东南沿海省份亦有分布。 西部伊斯兰

教的信仰群体都是少数民族，广泛分布在新疆、宁
夏、甘肃以及云南部分地区。 基督新教自从鸦片战

争后逐渐从中国东部沿海进入西部内陆，浙江温州

号称“中国的耶路撒冷”，是全国基督教徒最多的地

区之一，除了中部省份河南，东部的浙江、福建、山
东也是主要的基督教徒分布省份，在西部云南和内

蒙古部分地区也有分布。 天主教在华北地区有分

布，在西部则零星分布在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 东

正教借由沙皇俄国势力对我国的扩张，在新疆西北

和内蒙古东北有比较集中的信仰群体。 中国本土

的道教则在长期传播中影响了众多少数民族，在西

南省份与不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带有明

显的地域文化特点。
（一）佛教思想与金融发展

在中国西部，佛教的信仰群体遍布青、藏两地，
并在四川、云南、甘肃和内蒙古有广泛分布。 第一，
对金钱财富观的影响。 佛教看待金钱是通过拥有

财富人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进行判断，如果金钱被有

道德良知和慈悲心肠的人掌握，金钱就能为饥饿贫

穷的人们带去光明。 因此佛教有净财之说，认为人

们应该通过正当方式获取财富，并以慈悲之心布施

社会，不把财富视作神明；而金钱也会助长人们无

休止的欲望，佛教对于财富又有毒蛇之喻，即运用

不正当手段谋取财富，只供自我的富足和享乐，并
对财富欲望强烈，从而过分追求金钱物质。 第二，
对诚信道德观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浪潮中，人们面

对激烈的竞争与严酷的优胜劣汰环境，佛教提倡人

们要不计较一时得失，保持平和的心态。 佛教的教

导中指出拥有炯锐的眼光、善巧的行为和坚固基础

的商人会获得财富，这就要求经营者要时刻坚守诚

实守信的道德观念，其倡导的因果报应指出现世行

善，则来世有好的轮回，在佛教道德信仰的支撑下，
商人就不会为了金钱利益丧失道德和良知。 第三，
对消费观念的影响。 佛教倡导节欲，特别是在金钱

上，反对过分追求，但对于满足人日常生存必需的

消费，涉及了吃、穿、住、行、用的基本需求并不反

对，因此对于那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金融发展

的超前消费、奢侈消费，是与佛教消费观念相悖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佛教的消费观念思想对于借贷、
信用行为等现代金融活动并不鼓励。

众多学者对西部地区佛教信仰群体的经济金

融生活方式、伦理观念做了研究。 扎嘎（１９９７）对西

藏牧民观念变迁进行详细分析后认为，传统牧区受

佛教思想影响，牧民普遍具有重牧轻商、小富即安、
安土重乡、重视传承经验轻视现代科技的观念，缺
乏竞争与创新的环境，没有资源的流动融通与优化

配置，现代金融缺乏成长环境。 刘欣荣（２００６）研究

认为藏传佛教思想中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思想使

人的商品价值、劳动价值等有利于生产创造的观念

受到限制。 西藏分布广泛的农牧民在维持仅供生

存的消费后，将所有金钱、时间都用于宗教祭拜和

宗教活动，在生产经营上不求创新，故步自封，第三

产业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不高，宗教神学思想制约着

科技文明在西藏的传播与推广，这些都极不利于西

藏经济金融的现代化发展。 伍艳、黄煦凯（２００６）分
析了西藏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抑制问题，指出西藏广

泛的寺庙经济限制了市场体系的建立健全，形成了

“以僧尼为核心，以藏民供养为主”的经济发展模

式，寺庙经济的运行实行对内接济的方式，并非向

外辐射，所有经济收入用于寺庙内部各种消费，而
非社会贡献，寺庙僧尼秉持不劳动的观念，热衷于

各种宗教活动，而藏民又将绝大部分财富用于寺庙

供养和祭拜行为，导致西藏居民储蓄存款极低，金
融难以发挥对西藏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伊斯兰教思想与金融发展

伊斯兰教与金融的关系密切，１９７１ 年在埃及开

罗成立的纳赛尔社会银行是第一家现代意义的伊

斯兰银行，随后在阿拉伯国家，伊斯兰金融得到迅

猛发展。 伊斯兰金融是符合相关宗教思想约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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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融相协调的独特金融形式，并已成为全球金

融体系重要组成部分，预计 ２０１５ 年全球伊斯兰金融

资产总量将超过 ４ 万亿美元。
伊斯兰金融的运作原则根植于其宗教思想。

首先是对金融活动的有条件肯定。 《古兰经》中认

为安拉拥有人世间的一切财富，肯定并鼓励世人有

权利通过正当方式取得、占有并利用安拉所赐予的

财富，鼓励人们在严格遵循《古兰经》、圣训和伊斯

兰教法的基础上，在积极参与经济金融活动中诚实

劳动、公平交换和合理消费。 二是禁止利息行为。
伊斯兰宗教教义允许商贸中借贷，但把利息视为一

种高利贷剥削，是对社会平等、公正、互助基本原则

的破坏而加以禁止。 伊斯兰教法中专门指出货币

不能直接产生货币，教法规定必须要通过劳动使得

生产要素具有生产性并将其投入创造财富活动中

获利。 三是对高风险的控制和禁止投机。 为防止

高风险金融活动，伊斯兰教义中明确规定不承认带

有明显不确定性因素的合约；对于投机交易，伊斯

兰教法中也有明确禁止从事相关活动的约束，认为

投机交易是对未来预期的“赌博”，既违背勤劳致富

的原则，破坏社会公平与公正，又衍生出不可控的

未知风险。 因此，伊斯兰金融机构对所有金融产品

和服务坚持真实资产交易原则，基本不从事现代金

融中的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等衍生类金融活动。
当然，伊斯兰金融的思想与运作也有一定的局限

性。 比如在发达的现代金融系统中，远期、期货、期
权、互换等复杂的衍生交易产品恰好有规避市场未

来波动风险的锁定机制，是现代金融进行风险分散

的重要方式。 伊斯兰宗教中倡导的公正、平等、福
利的慈善本意在实践操作中与其客观效果产生了

二元悖论，伊斯兰银行与世俗银行都是充当资金中

介，但伊斯兰银行更直接地参与了资金的经营管理

与生产贸易，难以发挥商业银行资金杠杆作用。 伊

斯兰金融机构还与世俗化的市场经济、法律规则、
思想意识存在一定的冲突，在国际金融业务往来

中，伊斯兰金融遵循教义规定不从事利息业务，被
一些西方国家排除在很多金融活动之外，不能买卖

西方国家政府债券，不能发挥自身闲置资金的优势

等等。
我国伊斯兰教的信仰群体广泛分布在新疆、宁

夏、甘肃，以及云南的滇南地区，其中西北民族地区

集中了全国 ７５％的穆斯林。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宁
夏银行获准正式试点开办伊斯兰银行业务，实现了

中国大陆伊斯兰金融业零的突破。 宁夏银行的伊

斯兰金融也严格遵循伊斯兰教义，其伊斯兰金融业

务的开创性发展，在我国实现了宗教与金融的协调

融合，对于西北其他穆斯林地区金融发展亦是一种

有益的经验借鉴。
（三）基督教思想与金融发展

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

义精神》鲜明地指出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精神

的巨大推动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正是从基督教

禁欲主义中产生，并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

变迁的动力。 基督教的经济伦理观念中有很多具

有当代价值，对金融发展亦有重要的影响。 《圣经》
中承认基本的财产权，指出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

犯，这与市场经济精神前提与基础相一致。 同时

《圣经》也认为金钱与财富是一把双刃剑，本身并非

罪恶，可被用于行善，也可用于行恶，而这种罪恶来

自于对金钱的贪念与盲目崇拜。 只有那些依靠自

己合法经营、勤恳劳作获得的金钱才应受到保护，
如果再用于帮助同胞和侍奉天国，上帝会为之喜

悦。 同时，基督教倡导道德信仰的约束力量。 基督

教认为上帝的基本位格信是公义，也就是公平平

等，一切的经济金融行为都要在此伦理原则的指导

下。 在金融活动中要体现爱心，推崇捐献、救济等

社会资源再分配方式，要求经济活动参与者信守上

帝与人的约定，秉持正直诚实的道德标准。 新教与

天主教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对于基督教徒，要克制自

我享乐与欲望放纵，只有坚持节俭克己的精神，资
本才能实现积累与扩张。 对此，马克斯·韦伯专门

指出对于金钱财富的贪欲并非资本主义精神。 在

市场经济活动中，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是以人自私

欲望为中心的结果，基督教要求以神为中心，要超

越对金钱财富的占有，才不会丧失道德标准沦为金

钱的奴役。 当然，基督教“上帝主宰说”教义也有其

消极的一面，有神论思想如果被少数非法宗教组织

歪曲利用，还可能会危害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社会

和谐。
基督教经济伦理思想对我国现代金融体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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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完善有很大影响。 东部沿海是我国基督教分布

最广的地域，而东部地区又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市
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市场经济体系比西部更健全

与完善，金融发展水平更高，这与基督教经济伦理

思想对人们道德标准的约束力量有很大关系。 并

且，东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发达，中小企业、私
营企业多样化发展，外资企业众多，而这些个体经

济与私营经济又多沉浸在有广泛分布基础的基督

教思想氛围中，易受基督教信仰影响，在金融活动

中秉持诚实守信的原则。 在外资企业中，来自西方

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与工作者大多本身就信奉基督

教，在经商中自行树立了宗教信仰的权威，在金融

信用活动中按照市场规则办事，处处维护市场经济

基本精神，使得国内企业和员工在引进资本、学习

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又能够了解学习西方基

督教伦理中优秀的管理思想，提升自我修养和道德

标准，容易在东部形成勤劳、诚实、奉献的企业家精

神，推动了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构建了良好

的金融生态环境。
（四）中国“三教文化”与金融发展

中国的“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
儒教强调修身养性；释教是佛教的分支，信仰佛教

思想；道教追求长生不老修成正果，遵循共生与天

人合一。 西方基督教对人的价值导向是外向的，致
力于在道德约束下的进取，倡导改造世界；而儒教

与道教则对人的价值导向趋于内向，儒教文化宣扬

以人为本，以义制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道教宣扬人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强调人

的内修与品行。
儒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思想，儒家是

国学的主体与核心，其经济伦理与我国经济金融发

展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与研究。 马克思·韦伯在

《儒教与道教》书中指出中国的正统文化———儒教

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 梁漱溟对中西方

文化进行比较后，也指出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

原因也在于中国特有的文化。 郭广银、王成斌

（１９９９）研究了以儒家伦理构成经济活动基础的东

南亚国家遭受金融危机打击，而我国文化与东南亚

国家同源同构，客观地剖析儒家伦理对我国防范金

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意义重大。 王琦（２００６）认为

儒家思想能够弥补我国金融活动中伦理道德的缺

失。 唐明辉、丁瑞莲（２００７），宋桂珍、缪路遥（２０１０）
也有类似观点。 何轩（２００９）认为 ２００７ 年爆发的次

贷危机是滥用金融工具，忽视道德价值观的结果，
他指出应该发扬我国的儒商精神理念，维护经济金

融系统的和谐。 汤恩佳（２００９）则认为儒家思想中

的仁者爱人、以人为本、以德为重、以和为贵、以义

制利、诚实守信、中庸之道是战胜全球金融危机的

思想武器。 张杰（２０１２）指出儒教伦理是以家庭组

织为核心扩散到整个社会的责任感、诚信、忠诚度，
是现代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 陈志武（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认为当下的中国儒家文化与金融发展关系愈加

密切。
道教的经济观也是通过提升人的修养来体现，

比如强调自然是人的物质源泉，人与自然要和谐共

处；认为有独立人格的人，必须是一个自食其力的

人，主张人不可取非义财；道教还反对人的奢侈与

纵欲，主张“尊道贵德”，即有道之人的任何活动都

要以高尚的道德为基础，包括经济金融活动。 可

见，道教的经济伦理观中对经济金融积极的意义主

要体现在要求参与经济金融活动的人必须要遵守

高尚的道德标准，而其不推崇财富积累，不主张储

蓄转化为投资，不倡导竞争的观念则不利于现代经

济金融发展。
宗教信仰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现代

金融发展的影响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宗教在“世
俗化”与“去世俗化”的对立与并存中实现了自身的

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又更加紧密。 全球金

融危机后，信仰缺失与道德沦丧被广泛认为是金融

危机产生并蔓延的重要因素，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

在发展中国家，都在重拾宗教信仰，重建道德信仰

的体系。 我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国家，特别

是在中国的西部，不同的宗教意识与形态深刻地影

响着这些地区人民的观念和行为，对金融发展也起

着推动或阻碍的作用，在研究金融发展问题时必须

要予以关注。

四、民族传统与金融发展
西部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种类

多，分布广，数量大。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

数据，西部地区十二省份中，云南少数民族人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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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为 ３３％、宁夏 ３５％、新疆 ６０％、贵州 ３６％、青海

４７％、西藏 ９２％、广西 ３７％、内蒙古 ２０％，西部其他

省份也存在多样化的民族聚居。 而我国东部沿海

地区各省份均以主体民族———汉族为主，个别省份

有零星的少数民族分布。 从空间地理上看，我国少

数民族地区 ９３．５％的地理面积位于中国地势中的第

一阶梯和第二阶梯，也就是主要在西部。 西北地区

自然地理条件以荒漠、草原为主，少数民族多是群

居性的、人口数量较多的少数民族，民族传统中多

与宗教信仰有所交织，比如西北广泛分布的伊斯兰

教信仰群体全部是少数民族。 西南地域环境以山

区、高原为主，地势复杂，交通不便，历史上易形成

天然的屏障与阻隔，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文化交

流。 比如云南，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我
国 ５６ 个民族中，云南有 ５２ 个，而云南省第六次人口

普查数据则显示，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比 ２０００ 年第五

次人口普查时增加了 １１８．４ 万人，增长 ８．３７％，并且

有 ６ 个少数民族人口超过百万人。 云南还是全国宗

教种类最多的省份，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
包括一些原始宗教信仰，堪称中国的“宗教王国”。
贵州省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报告显示，除了塔吉

克族和乌孜别克族，贵州省分布着 ５４ 个民族。 西南

少数民族种类多，大杂居、小范围聚居是主要特点。
（一）少数民族传统促进金融发展

少数民族传统中，有很多观念习俗有利于现代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金融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黄

文胜（２０１１）总结新疆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伦理的特

点，指出伊斯兰文化中先进的金融思想，对于我国

西北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发展民族金融

和特色金融意义重大。 伊斯兰文化中的很多宗教

伦理，比如严禁收取利息和不当取利原则，提倡正

当储蓄行为原则，风险共担、盈亏分红原则，教义至

上（投资活动及涉足领域必须符合《古兰经》教规要

求）、禁止赌博和禁止投机原则，以及以伊斯兰银行

运作来代替非正规世俗金融的借贷关系。 实际上，
自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世界各地有 ５００ 多个伊

斯兰银行相继成立，伊斯兰金融饱含浓厚的意识形

态色彩，成为民族宗教与现代经济结合的成功典

型，体现出传统的伊斯兰文明对全球化和现代社会

适应的积极尝试。 ２００８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众

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难以独善其身，而伊斯兰

金融稳健的投资运营和严格的风险管理使其在全

球经济低迷时期保持了较快的利润增长，表现出色

的伊斯兰金融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关注，其运行和

监管理念成为世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争相学习的

有力思想武器。 我国宁夏回族自治区信奉伊斯兰

教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是天然的中国穆斯林聚

集中心，精通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的人数众多，而
回族崇尚商业的传统使得宁夏与阿拉伯世界的经

济往来和文化交流非常丰富。
（二）少数民族传统抑制金融发展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偏僻，远离政

治文化中心，同时受到多元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
生活禁忌的约束，在面对现代化冲击时反而更加强

化了少数民族传统中的封闭成分和思想观念的守

旧成分，而且因为固有的封闭性，其保守性和排斥

性表现也更明显，这种保守封闭的少数民族文化不

利于西部地区吸收发达地区先进思想和理念，极大

地限制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融合与金融发展。
龙建民（１９８８）指出我国西南地区的彝族社会

存在旧的血缘亲属关系及传统，要求有血亲和姻亲

潜在纽带的个体家庭之间相互扶助，不计得失，不
分彼此，氏族制传统和小商品意识二元化观念，共
同构成了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彝族社会人文环境，抑
制了市场经济成长。 王路平（１９９２）指出彝族经济

价值观基本思想包括“重义轻利”“重农轻商”“平均

主义”，以及过度重视积蓄节俭。 在生产少、财富少

时重视节俭，在好年景时重保守、重偷安、重稳定，
不重视技术创新与变革，满足于自然经济的简单再

生产，严格遵守祖辈遗传的生产生存观念。 在传统

观念束缚下，大部分彝族集聚钱财并非用来发展生

产，而是进行炫耀性的浪费和奢侈性的宗教祭祀，
这种畸形消费的财富观不利于彝族社会中现代金

融的产生发展。 徐珺（２００３）以四川省凉山彝族地

区的小额信贷实施现状为研究对象，分析指出当地

小额农户的资金需求和信用贷款中最主要的问题

表现在凉山少数民族地区彝族农户的金融观念普

遍落后，缺乏现代金融的基本知识和风险意识。 当

地农村信用社中家族世袭现象严重，亲属子女偏

多，整体金融服务意识薄弱，法制观念淡薄，由于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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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操作造成的违规现象时常发生，操作风险隐患突

出，除了拒贷、难贷，甚至在个别信用社中，还曾发

生过贪污农户存款、账外放贷的事件，造成了恶劣

的社会影响。 旧有的观念、薄弱的信用观念成为当

地农村金融发展的巨大屏障。 曾康霖（２００８）指出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藏族牧民多信仰佛教，该地

区佛教寺庙众多，当地佛教信仰者向寺庙捐赠现

金，所以寺庙内会集中部分闲置资金。 当牧民遇到

临时性资金困难时，习惯于向寺庙借款，很少向正

规金融寻求资金支持，造成当地正规金融需求不

足，金融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张华志（２００４）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西镇家族

企业调查，发现很多乡镇社会的少数民族仍依靠传

统的人际关系和约定俗成的“乡土信用”道德约束，
以民间信用和地下信贷方式获取资金，而不向诸如

国有银行之类的正规金融机构寻求资金支持。 张

兴无（２００９）认为我国西南很多少数民族存在一种

普遍风俗习惯，就是不重视财富增值，因此很难有

储蓄存款，地方金融机构难以有稳定的储蓄来源，
这些地区大多有重消费轻积累的风俗习惯，比如即

时型消费观，也就是重消费、轻积累。 西南少数民

族大多生活在气候温热的山地或高原，物种多样，
植被茂盛，可食用的物产比较丰富，获取食物容易，
与西北广袤的沙漠、贫瘠的土地和恶劣的气候形成

鲜明对比。 因此这里的少数民族时间富余、劳动成

本低，生存压力小。 从经济学理论中的成本收益角

度分析，食物获取便利，食物积累储存就显得不是

那么重要，选择即时消费既符合西方经济学理性原

则，更是一种有效的生存方式。 其次是非正常消

费，指用于烟酒、宗教、祭祀活动等方面的资金支

出。 非正常消费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资本积

累缺乏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些地区的社会环境

中，不存在金钱至上主义，没有纯粹为了金钱积累

财富的行为，不存在储蓄习惯，也少有借贷活动，现
代金融需求无从产生。 在这种反对积累的社会中，
尽管群体中的个人并未明确意识到他们的民族习

俗对现代金融的排斥，整个社会却通过各种文化观

念、社会机制消解它自身创造的财富，像是具有“理
性的个体”一样在选择、行事，进行自我保护并维持

现状，形成了压抑现代金融成长的基础环境。

五、重视宗教信仰、民族传统是推动现代

金融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宗教信仰与民族传统是一种社会普遍存在的

文化，是一个社会风俗习惯的外在表现，其来源可

能有悠久的历史传承或悠远的地域融合，有的历经

几载，有的难以追溯，然而其目的都是维持社会固

有的存在与秩序。 这些意识和观念成为民族社会

群体中的共有信仰，有的还具有强制性和神圣性。
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心理意识是维系民族持续统一

的鲜明元素，是构成民族性格的要素。 从人类学的

角度看，要想根本消除民族的传统信仰极其困难；
就文明的多样性而言，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的丧

失，会导致民族涣散或解体，世界从此也少了一种

独一无二的文明形态。 然而，宗教信仰与民族传统

的客观存在与固有传承并不意味着保守封闭和排

斥一切现代文明与经济方式，反而我们更应该探索

出传统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最佳契合点，使得中

华民族的每一个个体都能在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
在经济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真正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西部民族地区的深入发

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部民族

地区还缺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关系

的保障，西部少数民族在享受平等经济发展权利的

同时，总受到各种制约，比如自身文化传统中旧有

观念、宗教意识的影响，这种各民族间地区经济金

融发展的巨大差距会影响民族关系的发展。 但是，
如果西部地区仅仅依靠发达国家和我国东部发达

地区的经济援助，产业结构梯度转移，先进技术、管
理能力和民主制度的引进，但受多元化宗教信仰与

多样化民族传统影响的西部少数民族不经历一种

心理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是不可能成功地使

其从一个欠发达的贫困落后地区跨入自身拥有持

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高度开放性的地区。
一直以来，学者们对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促进经

济金融发展的文化因素关注与研究较多，特别是以

海洋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受到热捧，而对西部贫

困地区的内陆文明关注较少，常笼统或片面概括为

西部的封闭贫困与其多元文化中制约现代经济发

展的落后传统观念相关，对西方文明的盲目追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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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内陆文明的摒弃，导致了中国当今“宗教世

俗化”过程中的社会结构断裂，多元文化撕裂，信仰

真空出现，其表现就是社会中以拜金主义、功利主

义为导向，在崇拜财富与金钱万能的社会风气下，
企业社会责任丧失，个人价值观扭曲，金钱向各个

领域渗透。 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的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专门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

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做市场的奴隶，沾满铜

臭气。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并非所有的宗教信仰、民

族传统中的经济金融观念都是落后、保守、封闭和

排斥的，必须要有所区别和分类，进行客观科学的

调查研究。 特别是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要实

现促进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少数民族之间以

及民族内部经济文化交流，必然要与不同宗教意

识、民族传统产生互动、摩擦、甚至碰撞。 如何有机

的实现其和谐与融合，是一个我们在实现金融协调

可持续发展，实施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战略时必然要

触及的宏大命题，这不仅涉及经济层面，还关乎我

国核心价值观的建立，以及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与

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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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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