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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建设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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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我国的道德建设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与时俱进 ,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与社会主义法律建设相协调 、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坚持先进性要求与

广泛性要求相统一。这些宝贵经验 , 对于加强和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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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ast mo re than thir ty y ears since the refo rm and opening up , moral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sists on proceeding from the reality , moving with the times , continuously promo ting the theore tica l inno-

vation;insist on cor responding to the so cialist ma rket economy and the socialist leg al construction and con-

sisting with the t raditional vir tues o f the Chinese nation;insist on combining be tween advanced demands and

broad requirements.These precious expe rience s has an impor tant realistic and far-reaching histo rica l sig-

nificance to reinfor ce and promo te the socialistic mo rality constr uction.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 , 伴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改革开放初期对 “文

革” 期间社会道德面貌严重受损进行批判性的反

思 , 到关于道德建设的指导方针的提出和实行 ,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

大进程中努力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逐步摸索

了道德建设的基本规律 ,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一 、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 与时俱

进 ,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思想前提上的内在

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

善 , 为新时期的道德建设提供了基础 , 提出了新

的要求。一方面 , 市场经济强调自立意识 、 竞争

意识 、效益意识 、 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

神;另一方面 , 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

反映到精神生活中来 , 出现了诸如失之于公平 、

诚信等方面一些道德问题 , 发生了 “爬坡” 与

“滑坡” 的历史性争论 。这就要求新时期的社会

主义道德建设要着眼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

题和思想困惑 。为此 , 我们党适时提出了道德建

设要与物质利益相统一 , 尊重个人合法权益等道

德建设的方针原则。在这种社会导向下 , 追求个

人的正当物质利益不再是可耻的而是光荣的 , 全

社会逐渐形成了大胆追求 , 勇于实践 , 诚实劳

动 , 勤劳致富新的社会道德风貌。

新时期的道德建设不仅对社会道德建设提出

了新的要求 , 还将个体道德建设纳入其中。公民

道德建设概念及其任务的提出 , 使道德建设的对

象扩展 , 内容涉及到公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 并

获得了法律的认可。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下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的肯定 , 符合道德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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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规律 。个人品德建设概念及其任务的提出 ,

标志着我国由 “以社会公德 、 职业道德 、家庭美

德为着力点” 的 “三德建设” 上升为社会公德 、

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的 “四德并举” ,

突出了个人品德建设在道德建设中的基础地位 ,

顺应了发展市场经济对个人品德建设的要求 , 从

更直接的意义上回应了个体道德中的见利忘义 、

损公肥私 , 不讲信用 、欺骗欺诈 , 以权谋私 、腐

化堕落等问题。

从实际出发进行道德建设 , 就应该立足于回

答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

德建设的新问题 、新情况 , 使道德建设理论与时

俱进 。改革开放以来 , 道德建设的历程也是一个

不断推进道德建设理论创新的过程。首先 , “道

德建设” 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理论创新的产物。

“道德建设” 这一概念 , 是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

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方针的决议》 首次提出来的 , 它旨在通过积极

的价值引导和道德教育 、 道德修养及道德的宣

传 、 提倡等手段 , 有目的 、有计划 、有组织地对

社会成员的道德评价和道德选择施加影响 、 提供

指导 , 藉以建立 、巩固和发展符合社会发展要求

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模式。相对于单纯的道德教育

来说 , 道德建设具有宏观性 、 社会性 、 主动性 、

多维性 、 连续性和实践性等特征。 “道德建设”

这一概念的提出 , 表明了党和国家已经开始突破

传统 “由强调个人修养进而推己及人” 的道德建

设观念的束缚 , 对道德建设规律和特征的认识已

经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其次 , 在现实的道德建

设过程中 , 我们党及时地总结新成果 、 新经验 ,

创造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逐步完善。

这一点可以从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

方针的决议》 、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

要》 和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道德建设体系的论述

中看得很清楚。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体系是道

德建设经验的结晶 , 它以马克思主义 、 毛泽东思

想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理论基础;以

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 以爱祖

国 、 爱人民 、爱劳动 、爱科学 、爱社会主义为道

德建设的主要内容;以社会公德 、 职业道德 、家

庭美德和个人品德为公民道德建设的着力点;以

诚信意识建设和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为重点 。这

几个方面相互渗透 、 互相影响 、互相促进 , 共同

构成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科学体系结构 , 这是

我们党道德建设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 , 也是 30

多年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经验。

二 、 在根本指向上坚持 “相适应” 、

“相协调” 、 “相承接” 三者统一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 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相适应 、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 、与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

系 , 它揭示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在规定性 ,

体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 、道德与法律

的统一 、 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 为道德建设的进程

指明了方向。这是我们党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

下 , 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道德建设的规律而形

成的一条基本经验。

道德建设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 是

道德建设的本质性要求。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

形式 , 在根本上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

的。正如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 ,

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

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 , 获

得自己的伦理观念。”[ 1] 因此 , 一定社会经济结构

性质的变化及人们在经济关系中地位的变化必然

要引起社会道德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发展 , 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自主 、 平等 、 公

正 、 公平 、竞争等思想观念越来越多的为人们所

接受 、推崇。为此 , 党中央在 《公民道德建设实

施纲要》 中适时提出了要 “正确运用物质利益原

则” 、 “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

统一” 、 “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

等原则要求。相比之下 , 原有的道德体系已经不

适应或不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

化 , 这就要求在当前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要大

力破除传统的 “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平均主义 、

“干多干少一个样 , 干好干坏一个样 , 干与不干

一个样” 的懒汉思想 、求稳怕乱的保守思想以及

狭隘的小农意识 , 把人们从以往那种 “宁要资本

主义的草 , 不要社会主义的苗” 的观念的束缚中

解放出来 ,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

德体系。

道德建设要与社会主义法律建设相协调 , 是

道德建设的功能性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两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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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形式 , 道德与法律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道

德建设与法律建设由于各自在内容 、作用范围 、

实际效果等方面的不同 , 决定了二者在社会功能

上的互补性。法律建设需要通过道德建设对人们

加以教育和引导 , 使人民群众知法 、守法;道德

建设则需要通过法律建设为其提供支撑和保障 ,

因此 , 道德建设要取得一定的成效 , 必须与法律

建设相互协调 , 同步进行 。

道德建设与法律建设相协调也是我们对历史

教训的深刻总结 。建国之后由于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未能建立完善起来 , 社会不少方面 “无法可

依” , 特别是 “文革” 期间 , 受到极左社会思潮

的影响 , 整个社会基本 “有法不依” 。国家由

“法治” 变为 “人治” , 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 国家

的民主和法制遭到空前的践踏 , 法律不再具有权

威性 , 对公民 、 对道德建设不再具有保障的作

用。同时 , 在这场运动中 , “以 `革命' 和 `语

录' 为主题词的政治运动掩埋了社会的道德信

仰 , 一切正常生活都被严重地 `政治化' 了 , 又

何谈道德建设呢 ?”
[ 2]
在这种情形下 , 仅有的一点

道德原则 、 道德规范成为口头上的 “假话” 和

“大话” , 道德建设也遭受了一场浩劫。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 , 我们党深刻总结 “文革” 期间的历

史教训 , 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

方略 , 这是对国家管理理论的伟大创新 , 也是社

会主义道德建设与法律建设相协调的集中体现。

另一方面 , 道德建设与法律建设相协调 , 还是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现代市场经济

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 必须加强法制建设以规范市

场行为 、 维护经济秩序。同时 , 市场经济又是一

种信用经济 , 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必须

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 。由此 , 发展市场经济 , 同

样离不开道德 , 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德治经济 。从

以上分析可见 ,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与德治相

结合的经济 ,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自然要求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 要求当前的道德建

设与法制建设相互协调 、 相互配合 。

道德建设要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 , 是

道德建设的历史性要求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

创造自己的历史 ,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

造 ,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 而是

在直接碰到的 、 既定的 、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

下创造 。”[ 3] 任何时代的道德建设都不是凭空产生

的 , 它总与传统道德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社会

主义道德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

道德 , 因此 ,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有效展开同样

不能脱离 “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 , 中华民族的

传统道德丰实厚重 , 其中含有部分历史和阶级局

限性的内容 , 但这并不能掩盖诸如爱国 、 勤俭 、

诚信 、和谐 、 律己宽人等美德的光芒 , 它们已经

融入了民族意识 、民族心理 、 民族性格或直接构

铸成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内核 , 成为社会主义道

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 “已经融入” 还是

“直接构铸” , 都证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已经从传

统美德的 “相承接” 中汲取了营养 , 这一方面反

映了传统美德的强大生命力 ,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

新时期道德建设与时俱进 、 不断创新的理论品

质 , 符合道德建设的发展规律 。此外 , “相承接”

也是对 “文革” 期间肢解中国传统道德的积极反

思。“文革” 期间 , 本着 “与旧的传统文化思想

和旧的习惯势力决裂” 的态度 , 凡 “传统” 均被

划为 “四旧” , 处于被 “破” 之列 , 传统道德中

的合理成分也未能幸免。 “文革” 后 , 面临道德

重建 , 人们经过对比更加清醒的认识到了传统美

德在道德建设中的应有地位。 “文革” 期间对传

统美德的一味否定显然不是 “相承接” , 但 “相

承接” 也不是对传统道德的全盘继承 , 而是一个

去粗取精的扬弃过程 , 这就意味着承接的核心任

务就是 “要揭示和阐明传统美德中具有永恒性质

的价值因子 , 使其融会到现实社会提倡的道德价

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体系之中。”[ 4] 这就为当前的道

德建设中做到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指明了方向 。

三 、 在展开维度上坚持先进性要求与

广泛性要求相统一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坚持在先进性和

广泛性两个维度上展开 , 这是道德层次性和道德

建设对象差异性的要求 , 也是对 “文革” 以来道

德建设的深刻反思。

道德作为在一种价值体系 , 它不是社会道德

实然的描述 , 而是一种应然的要求 , 包含着先进

性的最高要求和群众性的基本要求的统一。
[ 5]
其

中 , 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是 “上不封顶” 的 ,

道德建设的广泛性要求则是 “下要保底” 的 。一

般说来 , 社会主义道德在具体的道德要求上应分

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无私奉献 、 一心为

公 , 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这是对共产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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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分子提出的要求。第二个层次是先公后私 、

先人后己 , 这是对有较高社会主义道德觉悟的人

们提出的要求。第三个层次是顾全大局 、遵纪守

法 、 热爱国家 、 诚实劳动 , 这是对社会主义公民

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道德要求这种层次性的区

分 , 主要目的在于使道德建设从实际出发 , 防止

超越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 , 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道德建设的层次性是道德建设对象差异性的

要求 。道德建设的对象是人 , 而人在现实生活

中 , 由于各自所处的身份地位 、环境 、 受教育水

平的不同以及性格 、 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 其

思想道德状况也必然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 因

此 , 道德建设应依情况分清层次 , 既要提倡社会

主义 、共产主义道德 , 又要着眼多数 , 照顾到广

大人民群众的实际思想 、 文化 、 教育和道德水

平 , 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沿着

道德层次的阶梯循序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目标 ,

而不能搞 “一刀切” 。

然而 ,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 , 我们对道德要

求的层次性认识不够重视 , 没有针对不同的受教

育者及其道德层次进行有序 、 有别的道德建设 ,

而是简单化地实行统一要求 、 同一标准的道德说

教 , 使得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流于形式化和空洞

化 , 最终导致道德建设实效性低下 。例如在 “文

革” 时期 , 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 , 道德建设过分

强调先进性 , 认为只要把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灌输

到人们头脑中 , 就能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 这

种不顾社会经济条件的做法不仅没有取得应有效

果 , 反而失去了道德建设的群众基础 , 败坏了社

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声誉。与之相反 , 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 ,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 , 极左思潮

的流毒被日渐清除 , 在道德建设领域又出现了

“矫枉过正” 的倾向 。这一方面是由于党的工作

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 , 一些地方和部门单

位虽然强调 “两手抓” 但没有做到 “两手硬” ,

另一方面是由于国门初开 , 各种腐朽社会思潮的

影响加上人们从心理上对 “假 、大 、空” 思想道

德教育的抵触 , 种种原因夹杂在一起 , 最终导致

了先进性道德的建设被抛到一边 , 道德建设失去

了其应有的方向。人们对道德建设态度的骤转及

道德建设方向的迷失 ,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理

想目标动摇 , 道德信仰危机 , 人生观价值观扭

曲。对此 , 邓小平指出:“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

人勤奋努力的同时 , 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

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 , 并且

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 , 尽可能使每个人按

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

进。”
[ 6]
在其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 我们党在 《中共

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

议》 中正式提出了思想道德建设必须坚持先进性

和广泛性相统一的基本方针 , 其根本目的就是既

要避免把道德要求无限拔高 , 也要防止高标准被

低标准所同化 、先进性被广泛性所淹没 。经过党

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对广泛性要求的具体化① , 到

2001年 , 在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中 , 我

们党正式将 “坚持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

合起来” 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方针原则确定了

下来 。

近年来 , 我国连续开展了两届全国道德模范

评选表彰活动 , “全国道德模范” 的 “凡人善举”

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新的道德标杆 , 这一活动也

成为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

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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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6年 ,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指出 “一切有利于解决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

力的思想道德 , 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 、 民族团结 、 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 , 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 抵制假恶丑 、 弘扬正气的思想道

德 , 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 、 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