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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及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於今年八月下旬舉辦了「人間佛教的經濟與管理文化」論壇，並由香港鏡報及佛

門網協辦。論壇一連兩天在中大康本國際學術園舉行，邀請到主講的嘉賓堪稱冠蓋雲集，既有大學校長及學者、寺院方丈，更有企業家居

士大德，一同就這課題發表高見，令參加者獲益良多。 

談到為何會探討這個題目，則可由佛教誕生時說起。當時印度正值第一次城鎮化時期，徙聚為城，商賈漸興。佛陀針對傳統婆羅門壟斷祭

天神賜的倫理，主張「平等自主」和「自作自受」的生活倫理，使得新興社會階層成為廣大的受眾。這些新興階層主要從事各種商業活動，

據《雜阿含經》說：「營生之業者，田種行商賈，牧牛羊興息，邸舍以求利。」只要能將本求利，勤勞賺取，無論是農牧收成，或是經商

貿易、企業經營、投資生息所得等等，都是佛教所認可的經濟營生。 

佛教徒從事商業行為，須講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之理，依佛教的教導，此「道」如符合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

正念、正定之「八正道」，則能使佛道成為商道，讓佛商在從事經營買賣時，俾所遵循。來自論壇主辦機構之一的中大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主任陳劍鍠教授引述星雲大師的開示：「錢財不是毒蛇，而是可以作為淨財，成就事業和願心。」陳教授指出，任何企業都需要講求利潤

及效益的最大化，「佛商」追求利益必然有超越功利的「佛道」作為遵循依據，將所獲取的利潤轉化為社會福利，成就企業的最大價值，

負上企業的社會責任，這就是佛教研究中心所關注、研究和推廣「人間佛教的經濟與管理文化」的用意所在。 

兩千多年歷史的佛教，恰為企業界提供豐富的資源；而且，佛教有組織、有制度、有規劃的教育、文化、慈善、修行事業，不僅續佛慧命，

更促進社會的祥和進步。所以佛教的企業精神，以及教育、文化精義，實為人類一大瑰寶。 

隨著企業文明和商業文化的不斷進步和擴散，佛教也面臨新的生存和弘法局面。傳統的互惠佈施是否可持續？現代商業模式對佛教僧團運

作，正在產生怎樣的影響？諸如此類是「人間佛教」必須正視的課題。這個論壇旨在探討佛教發展與商旅活動關係、佛法如何裨益商業活

動、佛理如何助人經商，僧團如何受惠於企業管理經驗等。 

在開幕禮後，多位嘉賓即時就論壇主題作出回應。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院長覺培法師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人工智能，為人類未來的

存在價值及意義帶來挑戰。論壇的議題須面對新時代的課題，過去以西方文明為思考，演變成更多知識，創造更多財富及握有更多權力，

「我們不得不從東方的佛教智慧角度重新檢視這個時代的價值觀。自利利他是大乘佛教的精神，五戒十善是現代社會非常需要的依據」。 

中大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認同星雲大師的觀點，認為「最好的管理是內心的管理，心正一切正，心淨一切淨，心善一切善。心是萬物之

本，把根本管理好是最重要的管理學」。 

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會長鄺美雲認為，新的管理非常重要，「把心管理好必定有經濟效益。正如大師教導三好四給，心量有多大，成就就

有多大。」 

香港佛教聯合會執行副會長寬運法師感謝星雲大師把香港的山林佛教推向學術研究層面，表示：「人間佛教的始創人是佛陀，佛教為了人

生改善，先要管理好自己。」 

香港鏡報副社長徐世和博士則指出，佛教理論與企業管理貫通，佛教理念對於承擔社會責任有正面的引導作用，人間佛教可幫助企業長遠

發展。 

佛門網編務總裁林國才擁有救災工作經驗，指出災後重視工作跟管理很有關連，包括把握時間幫助災民、尊重當地人的文化和習慣等。 



論壇的第一場討論由覺培法師主持。其中一位講者、國立屏東大學校長古源光引用福智與日常法師的說法，我們要「觀功念恩」，即是要

看到別人的功德或優點，以及凡事都要存感恩之心。他並且將這個理念應用在屏東大學的創建及管理之上，包括以「觀功」的心態起用各

種人才作為教學人員，以及用「念恩」的態度推行多項關懷生命和服務社會的教育項目。 

同場的南華大學校長林聰明教授不謀而合，以「佛法對大學管理的啟發」為主題。南華大學於 1996 年由星雲大師創辦，是佛光山聯合大

學系統五校之一。在校務發展上即以生命育為主軸，大力推動三好運動（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組織上特別成立了三好運動推動委

員會，訂定組織及相關措施；在課程上，調整科目，並將正念靜生列為必修科目。為了培育同學的感恩心，大學又推動了一系列成年禮活

動，包括經典研讀、專業倫理實踐等。經過幾年的推動，學生的情緒困擾降低了六成，同理心增加了八成，教師的自覺力也增加了八成。

大學並且獲得全國教學卓越績優大學、生命教育特色大學及全球百大綠色大學等殊榮。 

珠海大學校監李焯芬教授以「成就眾人就是成就事業」為題，指出企業（或大學）管理者可以參考大乘佛教「自度度他、自利利他」的精

神，設法成就員工的個人事業，讓員工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取得最大的個人成就。這樣一來，企業的成就是所有員工成就的總和。

成就員工的個人發展，就是成就企業，讓企業取得最大成就的法門。他以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的自利利他理念，落實在經濟和管理文化

上，即成為現代的「企業社會責任」觀念。 

來自商界的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區域執行總監黃經國博士則以「學校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因果關係」為題，使用紐約世貿中心遺址的

藝術設計作為例子，用因果關係帶出，可以如何有效處理年輕人心理上的傷痛糾結。 

在論壇的第二場討論中，慈氏文教基金會有限公司董事長王聯章談到「現代佛教團體經濟來源的開拓與管理制度的建立」，指出佛教團體

除了以傳統的捐款作為經濟來源外，以慈濟為例，更可用生產事業、文化事業及景區合作等來增加收入；展望將來，佛教團體的收入會更

趨多元化，包括演藝活動、工藝品、金融產品、命名權，以至健康療養及安老服務等。此外，佛教團體也應該建立現代管理制度，重視知

名度、透明度和專業度，並且向金融化和產業化發展。 

香港理工大學管理及市場學系訪問學人駱湛才教授更在論壇中探討佛教哲理與現代應用管理學的共融與區分，認為佛法可應用於現代企業

管理及人事管理之上。而且，管理是管人，管人是管心。要管理好別人的心，就先要管好自己的心，我們學習佛法來管理好自己的心，工

作將無往而不利。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姚彬彬則談及佛教「整體主義」環境理念對經濟管理制度的啟示。他指出，當今生態環境的惡化和

破壞源於人類對自然無節制的索取，是眾生無明牽引的「不共業」與「共業」共同招致。要解決這問題，可借鑒佛教有關思想，並參考西

方學界的相關成果，從「整體主義」上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入手。 



四川大學佛教與社會研究所所長段玉明教授在論壇的第三場討論中發表「人間佛教之財商論綱」。他認為，人間佛教並不反對財富，而是

反對貪得無厭的價值財富追逐，合法求財、積財是獲得認可的自利利他手段。唯此認可，人間佛教的弘法利生事業方能更為有效、廣泛地

展開。人間佛教認可的財富具有價值財富、道德財富與佛法財富三重含義。三者首尾相接，形成連續的財富進階，並在此過程中完成人的

自我提升與人格完善。所以，人間佛教之財商不僅是關於財富的獨特觀念、知識與行為，更是導引完善人格、圓滿佛乘的修行旨要。 

而淨覺僧伽大學大乘研究所所長鄭振煌教授則從《六祖壇經》看商道。他指出，佛法有理有事，《六祖壇經》主要講理，商道主要論事。

《六祖壇經》講的自性是最透徹的理，雖然最精深、最廣大，卻是最平實。商道雖然最平實，卻也是最精深、最廣大。二者的理相通，運

用之妙存乎一心。商道必須根據《六祖壇經》的 理，才不會走偏，若能充分發揮《六祖壇經》的理，則商道即佛道，商成即佛成。 

印尼金剛山佛教大學研修院副院長黃運喜教授則提出，可以用經營佛教社會企業方式來修行佛法。現代的事業經營者往往為追求利潤最大

化，造成嚴重剝削。身為佛弟子，將佛法應用到經營佛教社會企業，又能照顧到生產者、消費者、弱勢社群等，也許是最佳的選擇。黃運

喜教授以自己創辦的「大千佛教文化社會企業」為例，探討如何以經營佛教社會企業方式修行佛法。 

華南農業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宋躍華博士同樣談到企業社會責任，以佛學的緣起法則作為規範，例如從眾生平等看僱員利益，以及從依正不

二看環境利益等。他建議企業可藉此開創出適合中國人特質的理論。 

講壇還有另外多位講者，分別從僧、學、商等界別不同的角度，就這個課題的各個不同層面發表了精闢獨到的見解，精彩紛呈，令參與者

獲益良多，有助啟發大家思考，人間佛教應該推行怎樣的經濟與管理文化，方能更進一步裨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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