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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确的价值观是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任何社会都需要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我国深

刻社会转型突出了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迫切性。价值观的最重要特性是以“实践精神”来把握世界。任

何价值观都必须首先有“大人”们的身体力行。执政党在核心价值观建设中起着关键作用。科学发展观

与核心价值体系是统一的，其核心都是“以人为本”，旨在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防止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流于形式，必须重视社会诚信建设。

[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践精神；“以人为本”；社会诚信

[ 中图分类号 ] D643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 章 编 号 ]1008-4479（2010）06-0029-06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

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的重要任务。它包括四

个方面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

“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那

么，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哪里抓起

呢？本文立足于问题意识，谈一些具体看法。

第一，从提高认识抓起。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何成为迫切

任务？

唯物史观认为，每个人的活动都由一定的

价值追求驱使，每个社会结构都需要一定的价

值秩序维持。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都会对某些价

值作出自己的选择、体验和判断，即分辨什么是

有意义的东西，值得追求；什么是没有意义的东

西，需要反对，从而做到分清是非、好坏、善恶、

美丑。所谓价值观就是关于价值和价值秩序的

根本看法和根本态度，包括价值信仰、价值标准

和价值实践等。它贯穿于人们的全部实践活动

和生存方式、行为方式之中，起着引导和规范社

会行为的作用。对个体来说，价值观是安身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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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和自我认同的根本内容；对社会来说，价值观

是协调不同群体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

社会认同的根本内容。正确的价值观是维系人

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价值观的特点之一，就是有着个体差异性，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尤其是在当代社会

更是如此。但是，从国家层面来说，任何社会都

需要有核心价值观作为共同的导向，建立起具

有广泛认同性的价值标准，否则，社会就会出现

互相掣肘、离心离德的混乱情况，甚至会导致社

会解体。例如，在中国古代社会就形成了以“礼

义廉耻”为核心的价值观，认为“国之四维，一维

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

灭。” 在这个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又建立了

“三纲五常”的伦理价值体系。在西方资本主义

社会则形成了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

价值观，建立了一整套“自由、平等、博爱”的伦

理价值体系，并有宗教价值观与其相互补充。

当下，我国在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深刻变

革时期，核心价值观建设显得尤其重要。其一，

这种必要性来自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全球

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创造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

的同时，伴随产生了众多的社会问题，诸如精神

家园丧失、生态环境恶化、战争和恐怖的威胁、

工具理性膨胀、不同文化冲突等等，集中造成价

值取向和价值标准的破坏或迷失。解决这些矛

盾和冲突，经济和政治努力当然十分重要，但是

仅此是不够的。诚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

说：“其中最深奥、最棘手的难题，是如何在个人

动机和民族道德意图中表现出社会的合法性”，

只有重视伦理和价值观的重建，人类才能“重新

获得一种聚合力，一种有维系力、有经验的聚合

力，而不是徒具形式的聚合力。” 其二，这种必

要性来自于对社会健康转型的思考。我国改革

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有目共睹。目前我国

发展正进入最关键的时期。由于“时空压缩”的

原因，面临的是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三

重时空交错，各种道德价值观相互交错。改革

开放带来经济体制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

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

使得社会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日益趋于功利

化、世俗化和多元化，在带来活力的同时，又诱

发出对核心价值和公共道德“合理性”和“必要

性”的怀疑，造成一定程度上共识、秩序和意义

的缺失，产生出诸如拜金、享乐、利已、冷漠、虚

无等消极现象。1986 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

坎布南就曾经提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要警

惕“未启蒙的利已主义”，要有相应的道德关怀。

因为从历史上看，“道德败落在任何时候都是可

悲的。我指的是使社会之为社会的那些道德共

识，他们构成了一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同样，一

个新的社会要想站得住，也必须找到自己的道

德基础。”

社会转型时期在价值观上的反映，表现为

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无论是建立在农业文

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或者是与资本主

义相适应的西方社会价值观，仰或是与长期计

划经济相结合的原有社会主义价值观，都不能

原封不动地引导中国社会的健康转型。社会发

生剧烈变化产生的价值观嬗变，既给社会价值

观提出严峻的挑战，更为新价值观的建设提供

了巨大动力和历史机遇。这就突出了新时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迫切性。

第二，从“大人”们抓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关键是那些

人？

任何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和学说，只有通过

价值观这一棱镜，方能转化为对现实世界的认

识和社会的行为，否则就会失去其影响力和生

命力。冯契先生将这种现象总结为“化理论为

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这样两句话。他特别强调

“化理论为德性”的重要性，指出理论不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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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工具，而且本身具有内在价值，只有通过

化为自己的德性，才能具体化为有血有肉的人

格，才能对别人、对社会、对国家发生影响。基

于这一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重要

的要从“大人“抓起来。这里所言的“大人”有三

层含义：一是指相对“小孩”而言的成年人；二是

指相对群众而言的官员和公众人物；三是指相

对一般官员而言的上层官员。马克思认为，价

值观的最重要特性，就是以“实践精神”来把握

世界。从历史上看，任何价值观都必须首先有

“大人”们的身体力行，将其内化为有血有肉的

人格、外化为实践活动的行为准则，才能对别

人、对社会、对国家发生积极影响。否则就会被

看作是“忽悠”别人的说教和清谈。为此，中国

古代就很重视“内圣外王之道”。当下中国的现

实情况是：一定程度存在的道德滑坡，存在着从

大人向孩子、从官员和公众人物向群众、从位居

高层的大官向一般干部的“落势化”现象。一些

原本是普通者的人，一旦成名得势成为“大人

物”后，立刻就变脸变色，说话做事连道德的底

线都全然不顾，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因此

之故，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迫切需要有

“大人”们的示范，尤其要从“大人”们抓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一内容就是马克

思主义指导。马克思中学毕业时写《青年在选

择职业时的考虑》就指出，每个人在选择职业

时，不要“被名利弄得鬼迷心窍”，“一头栽进那

不可抗拒的欲念驱使”的地方去，应当选择“为

大多数带来幸福的职业”。他坚信“如果我们选

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

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

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

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

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视富贵荣华如浮云，毕生都实

践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献身人

类解放事业。毛泽东写有《为人民服务》、《纪念

白求恩》、《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

倡导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

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

于人民的人。” 这种核心价值观指导着中国共

产党人的全部活动，从而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

爱戴，成功地改造了中国社会。面对老祖宗和

先辈的言行教诲，某些“大人”们是否应当感到

惭愧和鞭策呢？

现代社会政党在核心价值观建设中起着关

键作用，它们往往是风向标和试金石。任何政

党的形成都是基于某种共同的价值观。特别是

核心价值观，它是政党的理论基础、阶级性质、

政治目标和历史使命的集中体现，是政党自身

认同的灵魂所系。履行这种核心价值观，政党

才有凝聚力、吸引力、生命力，才能引导国家、民

族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东欧剧变、苏

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核心价值观瓦

解，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行动中却

不愿意去加以实践，形成背离人民的庞大的“特

权阶层”。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社会科学院曾经

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被调查者认为苏共

仍然代表工人的只占 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

占 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占 11%，而认为代

表党的官僚、干部的竟多达 85%。历史和现实

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

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的向背，不能赢得最广

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我们应当从这样

的高度来看待执政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的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虽然是全社

会的事情，但是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核心价值

观的建设。应当肯定，从总体上说，中国共产党

的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是努力做到理论与实

践相统一，言与行相统一的。否则，就无法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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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清醒看到，在某些党员和干部身上确实存

在着言行不一致的恶劣作风，滋长了种种“缺

德”现象，甚至结成“权钱腐败联盟”，在社会上

产生很不好的影响。现在广东一些地方在干部

中流行“今天你廉洁操了吗”？推行官员们扪心

自问：“面对 10万的贿款，你可能会拒绝，那 100

万甚至 1000万呢？面对可能坐牢的煎熬，你的

身体状况能够抵挡吗”？请问在这种“廉洁操”

中还能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吗？“前腐后继”

的现象不解决，社会风气就难以好转，核心价值

观建设就难见真正的成效。

第三，从切实落实“以人为本”抓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价值是什

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这

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那么，有没有一种融

于其中的最重要的价值呢？应当有，其实质就

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这种“以人为本”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居于中枢地位。这是因

为在思想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

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

的主题就是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

形态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以

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为根本，社会主义社会的根

本价值就是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我

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虽然有方

方面面的许多工作要做，但是应当紧紧围绕“以

人为本”展开，防止和克服“以物为本”、“以权为

本”和“以金钱为本”的价值观。

这里有个科学发展观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关

系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

它实质上体现的是执政党的价值观。有一些人

对“以人为本”持批评态度，这是没有道理的。

1894 年 1 月 3 日意大利社会党人朱·卡内帕

请求恩格斯为《新世纪》周刊找一段题词，用简

短字句来表达未来社会主义，以区别于诗人但

丁曾说“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苦难”的旧纪元。

恩格斯答复如下：“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

您寻找您所要求的题词”，“但是，除了从《共产

党宣言》中摘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

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

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

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和最

高目标，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所在。胡

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

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

体人民”。以人为本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

主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价值观。我们

决不能将核心价值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相脱离。

只有抓住“以人为本”这个核心价值，才能真正

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共同理想，弘扬新时期的爱国主义和创新

精神，倡导社会主义的荣辱观。

我们今天面临着驾驭资本和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

核心价值观，并且结合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实际。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处理好“义”与“利”的

关系，充分肯定物质利益的基础作用，高度重视

精神文明的引导作用，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邓小平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

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

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

人都向‘钱’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需要把握好这样三个基本维度：人民为本、国家

为基、天下为怀。要重视公平与正义原则。罗

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德

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2007 年 3 月 16 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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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招待会上借用罗尔斯的这一说法，指出“公平

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2009

年 2 月 1 日，在伦敦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

时，温家宝总理又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总之，

我们应当肯定并维护个人合法利益，但要反对

极端个人主义；体现社会角色多元性，但要防止

无政府主义；重视提高生产的经济效益，但绝对

不能忽视社会公平和正义；充分发挥竞争的作

用，但不能实践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努力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但不能片面地将人

变为经济动物。“以人为本”不是以自利的“经

济人”为本，基本含义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

不是只以人的金钱追求和物质享受为本，而是

以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不是以原子态

的个人为本，而是以生活于社会集体中的现实

个人为本。列宁曾经提出用“我为人人，人人为

我”，来代替旧社会“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

的道德原则。这是很有道理的。

第四，从诚信建设抓起。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防止流于

形式？

既要保持它的先进性和指导性，又要更好

地体现出实践性，防止这个重要任务流于形式。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为了建设而建

设，而是为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

发展，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劳动得更加体面，生

活得更有尊严，社会更加和谐。这就需要重视

诚信建设。“诚”指诚实，表现为言行一致和真

实无妄；“信”指信用，表现为遵守诺言和实践成

约。将“诚”与“信”相结合，倡导的是一种社会

生活方式。如果缺少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诚

信、党政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诚信、商家与消费者

之间的诚信，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诚信，就

无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落实到实处，就会走

过场。

人们常用“基石”、“灵魂”、“核心”，比喻诚

信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诚信的最大限度，

就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就意味着再

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不断扩大。马克思指

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

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危机显

然就会发生”。 由此，经济学家将信诚视为市

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美国学者弗

朗西斯·福山指出，这种“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

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

“构成社会资本的规范必须能够促进群体内的

合作，因此，它们往往跟诚实，遵守诺言、履行义

务及互惠之类的传统美德存在联系”。诚信是

经济活动中对交易者合法权益的尊重和维护，

其特点是经济活动与经济承诺的一致性和连贯

性。如果这种关系遭到破坏，就会造成彼此间

的不信任，导致交易成本上升。这次全球金融

和经济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诚信的认识不能仅局限于经济

层面，需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诚信归根到底

是与人的社会性存在相关联。社会是由人与人

之间的现实联系组成的共同体。黑格尔曾经从

自我意识出发，考察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历史

发展：在最初发展的特定时期，“自我意识就是

欲望。确信对方的不存在，它肯定不存在本身

就是对方的真理性，它消灭那独立存在的对象，

因而给予自身以确信”；“自我”为了自身的利益

而否定“他者”。但是，在以后发展过程中，“自

我意识”逐渐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依

赖，认识到“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

里才获得它的满足”；“通过它的对方它才是他

自己”；因此，“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确认：“社会不是由个人

构成的，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

系和关系的总和”。人际关系的变化展示了历

史的发展，人际关系的状态反映了社会文明的

程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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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的诚信状况令人忧虑。2009 年

5、6 月，由上海市政协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组织

的“上海社会诚信现状与评价调查”显示，44.2%

人认为社会信用度下降了，在满分值为 10分的

调查中，市民为上海诚信水平打分为 5.78 分。

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再延续两年，零点调

查公司受政府委托进行民意调查，94.4%的被调

查者支持；新浪网的调查 79.3%的人反对。两

者数据相差 72%。再如，国家统计局公布 2009

年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房价涨幅为 1.5%，被指

责是“全世界人民都不相信”。此后国土资源部

发布比较接近公众直观感觉的住宅均涨

25.1%。老百姓口中的诸如“被增长”、“被就业”、

“被自愿”、“被代表”、“被和谐”，这些调侃话语

的流行，警示了政府的信任危机。某社会公众

人士宣称：“如果所有的人都被你骗倒了，就是

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中国社会现在比

过去富起来了，但是诚信度并没有同步得到提

高，反而充斥着假政绩、假学历、假信息、假名

牌，等等。这是社会的悲哀，也是社会的失误。

赵本山的“卖拐”系列小品为什么那么红？因为

反映了社会的现实，那就是相互“忽悠”。钱伟

长的“临别赠言”是什么？“忧的是火箭升不了

空，是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多”。

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我国社会进入了利益主体多元时期。不同主体

之间的博弈，大致会有三种结果：或是双赢；或

是彼输此赢、少数人赢多数人输；或是两败俱

伤、皆输。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指出：“疑

忌社会是畏首畏尾的、‘赢输不共’的社会：这种

社会的共同生活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负和

博弈’（‘你赢我就输’）；⋯⋯而信任社会是一种

扩张的，‘共赢’社会（‘你赢我也赢’）。”社会一

旦如果缺少诚信，就不可能真正落实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也不可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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