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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反映了中华民族对自我文化价值体系的自觉和对社会主

流价值导向的迫切诉求，是对世界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形势的主动回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兼

顾了国家、社会、公民三者不同的价值愿望和诉求，又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统一，既根植于中华民族

优秀的文化传统，又汲取了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凝聚了世界文明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

取向，反映了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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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构

建逐渐映入中华民族的眼帘。2006 年 10 月，中国

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此后，中央许

多重要会议和重要文件不断论及这一重大问题，中

国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也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

热议的焦点话题。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 “社会主

义核心 价 值 体 系 是 社 会 主 义 意 识 形 态 的 本 质 体

现。”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从文化自觉自信和文

化强国的战略高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称之

为“兴国之魂”，提出“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

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并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推进”定为

2020 年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的重要目标。

经过若干年的积累和沉淀，中共十八大报告更

为明确地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

升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首要内容，提出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首次从国家、社会、

公民 3 个层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凝炼于

12 个词，而且首次提出了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任务。

一、三维统一核心价值观的提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绝非偶然。它顺应

当前国内外发展的大势。

第一，它反映了民族自我文化价值体系建设的

强烈渴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焕发出新的活

力，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

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华民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伟大成就。“民族复兴”与“和平崛起”越来越成为

民族普遍的心理状态。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清楚

地意识到，中华文化并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包袱，而是

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另一方面，市场

经济所带来的人们思想价值选择的独立性、多变性、



差异性日益增强，日益凸显的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

向扭曲、基本道德失范等新的问题，进一步彰显了文

化价值理念在民族复兴中日益突出的重要地位。

第二，它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

革对新的主流价值导向的迫切诉求。新中国成立以

来，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国家实现了国家对社

会资源和社会成员的高度支配，发展基本被等同于

国家的发展，社会与个人自主发展空间有限。改革

开放以来，国家权力逐渐减少了对经济社会的直接

干预，社会自由发展的空间与活力越来越大，公民自

主性和多元化需求日益提升，社会组织结构发生新

的变化，纷至沓来、重叠交织的各类矛盾与问题呼唤

着新的社会主导价值对其进行引领和整合，也对构

建社会开放包容、自由交往、平等参与、公正法制的

主流价值体系和保障机制提出了迫切诉求。

第三，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世界多元文化冲突

与融合形势的主动回应。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

化的背景下，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愈演愈烈，国

与国之间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交流、碰撞、冲

突、融合越来越频繁。有的民族文化得到超乎寻常

的强化，而大多数则被弱化甚至产生变异、断裂。因

此，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倡导: 人类迫切要求一种能够

自我认知、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文化态度，来处理

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生态危机。在这一过程中，如

何在尊重并广泛汲取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

不断提升本民族的文化更新能力，创造出被世界各

民族文化认同而又不失本民族鲜明特色的核心价

值，以求得本民族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优势及其

国际地位，是摆在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前

的重大战略任务。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建设反映

了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价值互补的内在

诉求。

二、三维核心价值观的基本

内涵及其统一性

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新解

读，各有实践主体指向。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立足国家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立足社

会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立足公民层面，反

映了国家、社会、公民核心价值观的三维统一。

( 一) 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立足国家发展提出

的价值导向，体现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五位一

体”布局和奋斗目标，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的共同理想和美好前景，凝聚了中华民族对

国家形象塑造的追求和向往。

“富强”即富足强盛，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

务，其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实现人民生活富裕，增强国家经济发展活

力和竞争力。“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的根本标志，其实质是确保和发挥人民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的根本权利。“文明”即先进文化，其实质是建设民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的精神文化，增强国家的文化魅力和文化软实

力，并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应有贡献，它反映了国家

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烈要求。“和谐”即和睦

协调，其实质是推动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

与自然以及世界各个民族与国家和谐相处、共生共

赢，这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

( 二)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立足社会发展提出

的价值导向，顺应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凸显的

社会相对自主与自治的发展趋势，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应有之义，反映了党深化社会内涵建设的新

高度和新境界。

“自由”即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不受限制和约束

的自主选择，其实质是依法赋予并保障社会大众和

社会组织充分、自由、全面而个性的发展空间，激发

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的创造活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平等”即社会权益和地位平等，其实质是社会大众

和社会组织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保证社会大众和

社会组织的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和共享发展成果。

“公正”即公平正义，其实质是建立机会公正、过程

公正和结果分配公正的保障体系，使社会各方面的

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积极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

环境。“法治”即依法治理，一切事务均有法可依，

其实质是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下，不断推进科学

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使公共权

力受到监督和制约，使政府权力边界得以确立，使全

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

( 三) 公民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对公民个体提出的

价值导向，彰显了公民所应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涵

盖了公民道德行为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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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即热爱祖国，其实质是自觉了解祖国的

基本国情，热爱祖国的历史文化，具有民族自尊心、

自信心和自豪感，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关

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立志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而

奋斗。“敬业”即敬重本职工作、忠于职守，其实质

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认真负责、尽心尽力，确立职

业荣誉感，遵守职业道德，提高职业技能，树立职业

理想，具有无私的奉献精神。“诚信”即诚实守信，

其实质是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诚恳，讲信用、讲

信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杜绝弄虚作假、隐瞒欺

骗、自欺欺人、见利忘义等行为。“友善”即友好善

良，其实质是始终保持仁爱之心，与人为善，互谅互

让，扶危济困，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

( 四) 核心价值观的三维统一

国家、社会、公民三维核心价值观，兼顾了国家、

社会、个人三者不同的价值愿望和诉求。但又具有

自身内在的逻辑统一，体现了国家目标、社会导向、

个人准则在价值理念和社会实践的高度统一，构成

了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三维一体格局。

从哲学基础上来看，这种统一以人自由而全面

发展为导向，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全面体现。中国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

代化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与“人的自由而

全面发展”的理想一脉相承。“人的自由而全面发

展”是人自觉自由且有条件地实现各方面才能的发

展，但并不排除在某些方面特殊才能的发展。它是

人生存发展的理想状态，是人类彻底解放的根本标

志，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实现“人的

自由而全面发展”而提出的主流价值导向，它着眼

于促进人民觉悟和素质提高，着眼于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生态建设，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可

能的社会条件。体现了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属于

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的基本属性，其根本目标就是

为实现“人 的 自 由 而 全 面 发 展”打 下 基 础、创 造

条件。

从实践基础上观察，现代社会中国家、社会、公

民的相对独立和多元诉求虽然日益增多，但它们之

间并不是相互冲突、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通过相互

渗透、相互参与实现良性互动、协调统一的关系。众

所周知，社会和公民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发展的大背

景。国家以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建设

和改善，为社会和公民的发展提供坚实而充分的条

件。国家在对社会进行必要的、有限度的干预和调

节的同时，应当承认并尊重社会和公民的相对独立

和自主，必须坚守国家权力是有边界的基本原则，并

为其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法律和价

值保障。而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公

民的发展。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和提升公民基本道德

素质，正是实现国家和社会发展之本、之源。由公民

及其自愿成立并参与的社会组织所构成的社会，则

成为嫁接国家和公民的中介和桥梁，在国家权力止

步的地方，国家可以通过具有相应价值准则的社会

实现对公民的管理，而具有相应价值准则的社会也

可以保护公民利益不受国家权力的侵犯，公民的正

当利益诉求可以通过这种相对自主、自治的社会渠

道得到自由而充分、合法而平稳地表达。由此，国家

与社会也就具有了很强的互补性和依赖性。总之，

国家、社会、公民三维核心价值观，一损俱损，兴则俱

成，三者的相对独立和价值多元恰恰构成了三者的

良性互动和协调统一。

三、三维统一核心价值观的

民族性

三维一体的核心价值观是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

统文化为根基的，充分体现了对民族文化血脉和价

值传统的传承。

( 一) 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根基

和谐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价值

理念。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先民就在生产和生活中

探索出了和谐理念。《尚书》曰:“八音克谐，无相夺

伦，神人以和。”［1］《左传·襄公十一年》曰:“如乐之

和，无所不谐。”［2］ 即是说，不同的事物只有兼容平

衡、协调共处，才能使新事物得以产生和生长。这一

思想在《国语》得到更为清晰的表达:“夫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3］孔子进而把“和”运用于

社会文化领域，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倡导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4］孟子同样

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5］ 和谐还

被古人升华为天地宇宙内在本质和化育流行的根本

内涵。《中庸》指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6］。而道家更加重视人与

自然的和谐相处，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7］，把 人 类 自 身 与 天 地 万 物 视 为 融 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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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不仅是处理物

与物、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关系的价值原

则，而且也为处理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关系奠定了

基本理念。《尚书·尧典》曰: “克明俊德，以亲九

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

于变时雍”［1］。“协和万邦”就是让各族人民和天下

万国和睦相处。它不仅对古老中国的民族融合、多

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功不可没，而且也成为当

代中国所提出的“和谐世界”的民族文化根基，为处

理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冲突提供了价值

导向。

富强、民主、文明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自我发展历

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民族发展的充分自省和尊重。

孔子提出“庶”( 人多) 、“富”( 富强) 、“教”( 教化)

的先后次第命题，明确表达了“富而后教”［4］ 思想。

孟子积极倡导“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使“民

本”政治理念得到了充分高扬，蕴含着以人为本的

价值诉求。《易传》曰: “刚柔交错，天文也; 文明以

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8］即是说，治国者必须观察和把握天道自然

的运行规律，同时还要以“文明”即社会价值观念教

化天下。不过，富强、民主、文明作为现代观念，这是

经历了近代百年屈辱的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世纪梦

想。近代以来，具有五千年深厚积淀的文明古国，以

落后于世界现代文明发展潮流、充满民族屈辱的形

象出现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化，中华民族先后展开了长达百

余年的激烈抗争，奏响了探索国家独立、民主、富强、

文明的现代化之路的高亢弦歌。1949 年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强调要“为中国的

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是对中华民

族近代以来所追求的百年梦想的反思与凝炼。随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国家发展目标

的内涵也随之不断丰富和深化，当前我们提出的

“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实际上就

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以及中华民族近

代以来所追求的百年梦想的充分自省和尊重。

( 二)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根基

为构建合理有效的社会秩序和“小康”、“大同”

的美好社会，中国先民发明了一套礼乐文明，尽管古

代礼乐文明中的社会等级观念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

价值原则，但内涵丰富的古代礼乐文明确是当代中

国以德治国、努力构建美好社会及其核心价值观孕

育的深层文化土壤。

中国古代礼乐不仅在政治制度上构建了宗法秩

序，而且对日常行为规范也制定了严格的礼仪。从

此，贯穿着“明德慎罚”、“仁义教化”等德治理念的

礼乐文明，从道德立场使古代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均有章可循、有矩可守，确立了人们的权利与

义务关系以及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基本准则，融现

代社会的法治范畴和德治范畴于一体，致力于合理

有效社会秩序的构建。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老庄

对固守礼乐的行为作了深刻批判，致力于追求精神

上的逍遥和自由。孔子则更加突出了礼乐的内在道

德内涵———“仁”［4］。孟子提出了人人皆具“恻隐”、

“羞恶”、“恭敬”、“是非”之心的“四端”［5］ 学说，认

为人渴望“仁爱”、“尊严”、“秩序”和“理性”，人之

所以要有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最终是为了使自己

的爱心更加丰富，使自己的尊严更加稳固，使自己的

生存环境更加和谐，使自己的理性能力得到提升。

孟子这一思想突出了人性的社会属性及其在遵守道

德原则下的自由发展诉求，继而孕育了“民为贵，君

为轻，社稷次之”的“民本”政治理念。《礼记·乐

记》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9］，“中正无邪”是礼

乐文明的本质内涵，这种“中正”之道也是中国传统

经典《周易》的核心价值理念，蕴含着对于公正的诉

求。古代礼乐文明及其逍遥、自由、民本、公正意蕴

尽管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观念，

但却蕴含着尊重个性、反对压迫、以人为本、讲求秩

序的积极元素。

中国古人还提出了令人向往“小康”、“大同”等

社会理想。古人讲求“为国以礼”，其实质就是顺乎

人性、以民为本、推行仁政，以道德教化实现天下大

同的美好社会。当代中国即将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

目标，也有着传统的民族心理基础。

( 三) 公民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根基

当代公民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早已蕴含于中

华民族崇尚道德的优良传统当中。中国古人认为，

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盛世理想，必须从个人的道德

修养和道德实践做起，“诚意”、“正心”、“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6］被奉为价值实践的一

般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

孔子在倡导人们应当秉持仁爱理念的同时，提

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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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并常以“为人谋而不忠

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4］自省，认为人在社会中

应当待人以诚、讲求信用、忠于职守。《中庸》则将

“诚”［6］ 上升为生生不息、真实无妄的天道，并将其

视为天人合一的重要关节。孟子则以“鱼”与“熊

掌”不可兼得说明仁义道德乃人生的终极追求［5］。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常之德———仁、义、礼、智、信由

此展开。此种包含了仁爱友善、诚实信用、恪职敬业

等的道德观念是“诚意”、“正心”、“修身”个体道德

自律和道德修养的层次，是实现“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否则家庭和睦、济世

安民、天下太平也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治

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人价值实践的最高目标，同

时也是道德主体修为的最高理想，历代古人所形成

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对国家和天下的强烈

关怀情节也由此形成。

四、三维一体核心价值观的

时代性

三维一体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性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 一是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契合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实践与发展趋势; 二是

汲取了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凝聚了世界文明普遍认

同和接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反映了现代文明

社会的发展方向。

( 一) 立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发

展趋势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根基于中

华传统优 秀 文 化，但 中 国 古 人 所 强 调 的“内 圣 外

王”，是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

“家国”一体的古代宗法社会相适应的。在“家国”

一体的社会结构中，“国”是“家”的扩大和延伸，它

造成了完整的私有权观念难以产生，模糊了国家、社

会、公民彼此之间的界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

城市社会的转变，这些家国一体的传统社会结构日

益被以国家、社会、公民为基本结构的“公民社会”

所替代。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创新社会管理”的战

略任务，即“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快形

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

制”，正是顺应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革

及其自主与活力日益凸显的发展趋势。因此，传统

社会结构所孕育出的核心价值观念及其实践体系并

不能完全照搬并应用于当代中国。超越中国传统社

会结构下的价值观念，提出国家、社会、个人三维一

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培育符合时代发展

趋势的主流价值导向，契合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

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大调整及其发展趋势。

( 二) 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能离开世界

而孤立地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汲取

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先进识识，反映了现代文

明社会的发展方向。

当代西方所谓的核心价值观念从来都不是西方

某个或某些国家或地区的专利，而是人类在长期历

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共有文明成果。古

希腊和古罗马文明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摇篮，当代西

方所谓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秩序、

人权、博爱等核心价值观念，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

代就已开始孕育并产生。恩格斯曾指出: “没有希

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

欧洲。”［10］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资本主义在反

封建、反教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重新发掘古希腊与

古罗马的思想元素，大胆采用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者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人权、自由、平

等、博爱等核心价值观念，提出了一系列哲学理论、

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美国的《独立宣言》、法

国的《人权宣言》和英国的《人民宪章》等历史文献，

对其中的价值理念作了较为完整的表述，成为今天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框架和核心价值。核心价

值观是在现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基础

上孕育出来并与其相适应的，在历史上确实起到了

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人类文明程度提升

以及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和

人的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念和

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列宁曾指出: “资本主义和

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

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

步。”［11］

五、结 语

总之，三维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坚守社会主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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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借鉴和吸收人类共有

的优秀、合理的价值观，并赋予其新的价值内涵，实

现了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新突破、新境界，是中国

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生动表现。它将发

挥出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和民族凝聚力，推动中华民

族早日实现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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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ied core values of nation，society and citizens
FANG Guang-hua1，CAO Zhen-ming2

( 1． Institute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Shaanxi，China;

2． Archievs，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Shaanxi，China)

Abstract: The proposi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reflects Chinese nation's strong desire for the ego-
ism cultural value system and also reflects the urgent demands for the social mainstream value orientation，

which is the active response to the conflict and fusion of world multi-cultures． Socialist core values take
the three different values and pursuits ( of nation，society，citizens) into account，but also have their own
internal logic unity． The core values，rooted in national excellent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derived from the
outstanding civilization achievements，condense the ideas and values generally accepted and recognized
by world civilization． All these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odern civilized society．

Key words: socialism; core value; nation; society; citizen;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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