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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核心价值观在国家

治理中的功能

任 洁

【提 要 】 国 家治理 包括 国 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 两 个重要方面 。 国 家治理体 系是一整

套紧密相连、 相互协调 的 国 家制度 ； 国 家治理 能 力则是运用 国 家 制度管理社会各方 面事务

的能力 。 换言之 , 国 家治理体 系和 治理能力指 的是制度体 系 和制度执行力 。 社会核心价值

观在制度建构 、 制度执行和制度评价 中具有重要作 用 。 提高 运用 中 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有

效治理国 家的能力 ,
必须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关键词 】 国 家治理 国 家治理体 系 国 家治理能力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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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核心价值观对国家
一整套制度的建构 、 确阐述了 国家治理体系 、 国家治理能力 以及二

执行和评价产生着深刻影响 。 在中 国 , 不断提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 他指出 ：

“

国家治理体系是

高运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在党领导下管理 国家 的制度体系 , 包括经济 、

能力 , 必须大力培育和 弘 扬社会 主义核心 价政治 、 文化、 社会 、 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

值观。领域体制机制 、 法律法规安排 ,
也就是

一

整套

、‘ ‘、？紧密相连 、 相互协调的国 家制度 ； 国家治理能
一

、 中 国语境中 的
＂

国家治理
”

力则是运顧家制度管理社会各細事务的能

近两年 , 中關家龍研究颇为热门 ,

—
力 ’ 、 ＿々卜＆＿、 ■

方面由 于西方治麵触 巾 国 的传翻评介 ,

‘ ‘

ＭＭ—胃

－細由 于中国 国家治理现代化实励逐步推
■力

进 , 更重要的是还由于 习近平总 书记十八大以
家治理体系才腿高治繊力 , 提高 国家治理

細系列重贿话中蕴含的丰富治国理政思想 。

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 的效能 。

” ？ 进

2 0 1 3 年 1 1 月 1 2 日 ,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而

,
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 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问题 ：

“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的决定 》 明确指出 ：

“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目标是


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推进国家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处 丄作ｔ ｚｊｗ 丨
, , ｍ士■, ？

一

山 ( 上 )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 0 Ｕ 年版 , 第 5 1 2 页 。

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十八届二 中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 十八 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 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 ( 上 )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 0 1 4 年版

, 第 5 4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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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 , 既化 、 经济管理的 民主化 、 整个社会生活的 民主

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 、 法律法化
,
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

。

？

规 , 又不断构建新 的体制机制 、 法律法规 , 使以江泽 民为核心 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 以胡

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 、 更加完善 , 实现党 、 国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 , 继承和捍卫邓

家 、 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 、 规范化 、 程序小平开创的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 并继

化 。

”①
由此 , 中 国的国家治理便有了 明确含义 , 续加 以巩固和完善 。 胡锦涛总 书记在庆祝 中 国

即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个方面 , 国共产党成立 9 0 周年大会 的讲话 中 郑重指 出 ,

家治理体系是管理国 家的制度体系 , 是
一

整套
“

确立 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是党和人民必

紧密相连 、 相互协调的 国家制 度 ； 国家治理能须倍加珍惜 、 长期坚持 、 不断发展的三大成就

力是运用制度管理事务的能力 ；
制度化 、 规范之

一

。 这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被首次提出

化 、 程序化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大标准 。和阐述 。 2 0 1 2 年 ,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
“

中 国特

可 以说 , 制度是 中国 国家治理的核心要义 。 色社会主义制度
”

充实进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从制度建构和完善 的角度讲 , 新中 国成立以来重要内 涵 , 强调其是国 家发展方向 和 国家特定

的 6 0 多年 , 中国的国家治理
一直朝着现代化的性质的

“

根本保障
”

。 这是对
“

什么是中 国特色

目标迈进 。 毛泽东时代创立 了现代 中 国 的基本社会主义
”

的进一步认识 。

制度体系 , 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 基本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
“

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

经济 制度 以及党 的 领导制 度等 , 这个过程有能力现代化
”

的政治理念 , 是具有标志性意义
“

破
”

有
“

立
”

, 即 同 时包含着沪除 旧 中 国 的制的 中国 国家治理施政纲领 , 标志着 中 国进入国

度和建立新中 国 的制度两个方面 , 正如毛泽东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时代 。

⑦ 这
一政治理念

在 1 9 4 9 年 1 月 8 日 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设想 的 ： 表明
‘‘

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 了新的认
“

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 , 这是铲地基 , 花 识 , 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的重要创新 , 也是

了三十年 。 但 是起房子 , 这个 任务要 几十年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 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

功夫 。

”②志
”

。

⑧ 十八届三 中全会直接把全面深化改革与

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 完善和发展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 , 是

方面经验教训 的基础上 , 针对不完善的制度和对
“

怎 样建设 中 国 特色社会 主义
”

的进
一

步
不健全的体制机制进行 了大胆 、 务实改革 , 并认￥ 。

提出 了未来 3 0 年的制度建设任务 ：

“

恐怕再有—

三十年的时间 , 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
一

整套二、 社会核 ／ ＣＭ介值观在

更加成熟 、 更加定 型的制度 。 在这个制度下的国家 5台理中的功 倉巨

方针 、 政策 , 也将更加定型化 。

”③ 邓小平十分＋ ／ ｔ

注重从制度层面分析改革动 因 、 把握改革方 向 ,文化与价值观是 国家和社ｓ发展 中具有深

高屋建瓴设计和推进各项改革事业 。 他反复强

调
＾ , 问题更带有

＾
本性 、 全局性 、 稳定性

①

＝
中 要文献选编 》

和长期性 ； 制度问题 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 ② 金冲及主编 ： 《毛泽东传 ( 1 8 9 3
—

1 9 4 9 ) 》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变颜色 , 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

；

“

制度好 2 0 0 4 年版 , 第 9 4 5 页 。

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 制 度不好可 以使好
③ 《邓小平文选 》 第 3 卷 ’ 人民出版社 1 9 9 3 年版 ’ 第 3 7 2 页 。

？ 工斗十八 由 廿ｒ 人 ？？办 丨由④ 《邓小平文选 》 第 2 卷 , 人民出版社 Ｉ＂ 4 年版 , 第 3 3 3 页 ？

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 甚至ｚｓ走 向反面 ； 制度 ⑤ 《邓小平文选 》 第 2 卷 , 人民出祖 1 9 9 4 年版 , 第 3 2 8 页 。

问题不解决 , 思想作风 问题也解决不 了
”

。

⑤ 站⑥ 《邓小平文选 》 第 2 卷
,
人民出版社 1 9 9 4 年版 , 第 3 3 6 页 。

在制度变革的高度 , 在我 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⑦ 参见胡鞍钢等 ： 《中 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 ’ 中 国人民大学出

平就明确提出 了 改：革的总 目 标和 总任务 , 这就 ⑧ 俞可平 ：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0 1 4

是 ,

“

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 家政治生活的 民主年版
, 第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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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 持久影响力 的重要因素 。 法 国政治思想家的 , 对维护封建等级制度非常有效 。 作为中 国

和历史学家亚历西斯 ？ 德 ？ 托克维尔指出 ：

“

政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正是通过制度来体现

治社会的建立并非基于法律 , 而是基 于情感 、 的 。 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 国文化已 经具

信念 、 思想以及组成社会的那些人的心灵和思体化为社会制度 。

想的习性 。

”
？现代意义上 的国家治理包括国家治理体系

纵观中 国古代国家治理 , 每个历史时期都和治理能力两个重要方面 , 国家治理能力是
一

有 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 维护政治统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 的集 中体现 。 国

治的合法性和政权的存续发展 , 达到稳定社会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
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

秩序 、 治 国安邦的 目 的 。整体 。 有了好的 国家治理体系 , 才能提高治理

我们认为儒家 、 法家 、 道家所宣扬 的文化能力 ； 提高了 国家治理能力 , 才能充分发挥 国

思想和核心价值共同为维护古代中国政权的合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 2 0 1 4 年 2 月 1 7 日
,
习近平

法性和延续性 , 稳定社会秩序起作用 , 但是相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
比较而言 , 由于汉代以来儒学成为居统治地位 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指出 ：

的思想 , 这种至尊地位使得儒家思想及其价值 “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
一个国家的制度和

观成为古代中 国治国理政最重要的思想来源 。制度执行能力 的集 中体现 , 两者相辅相成 。

, ,②

儒家传统的核心价值在于
“

德
”

, 就是重视 同时 , 他对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给
道德在国家治理中 的作用 , 强调利用道德的内

出了一个总体判断 , 他说 ：

“

我们的国家治理体
在棘力达到稳定社会 的 目 的 , 这种

“

德治
”

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 , 是有独特优势的 ,

传统包括以下几层意思 ：

－

是
“

为政以德
”

,
3虽

是适应我国 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

, 但 同时
“

还有
调执政者 自 身的道德修养 ；

二是
“

以德化民
”

,

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 , 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
强调道德的感召和教化作用 ；

三是
“

施实德于ＩｆｆＴｇ大气力
, ,

。

？

民
”

, 给百姓以实实在
,
的利益 , 要保 民 、 ｍ这意味着就制度与制度执行能力来说 , 提

胃 、 ｍｍｍｍｍ
升制度的执行能力更为任重道远 。 其中随理

■的独＿用 ’＿＿不排斥刑■■
不难理解 , 有没有完善的制度架构和制度体系

功能
是一回事 , 有 了完善的制度架构和制度体系 ’

能否很好地发挥制度＿用 , 制度是否有效 、

能否被很好地执行是另
一 回事 。 我们知道 , 制

度能否被有效执行取决于诸多因素 , 包括制度
续产生如此大的作用 。 统治阶级的认可以及将奈 ｆｋ 由本身的因素 、 历史因素 、 文化因素 、 经济社会
儒家思想制度化的举措强化了儒家冶理传统的ｗＡｔ ｉ

发展水平 、 人的因素等 。 其中 , 人的因素主要

涉及人的文化素质 、 道德水平以及所秉持 的价

ＪａＳ細等。 这械是习研总书记在 2
？
 1 7 讲话

2
？

＾

＇

ＭＳＳ 顿调
“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定 , 不再仅仅是偶然易逝的思想范导 ,
而成为ｒ,？＃

－种客观的 、 持久的 、 稳定的行为规约 。 鮮ｅ 2
者将自汉代之后 、 在帝国体系下的儒家 , 称之

＇

1ＺＳ

＇

Ｓ
为

“

纖化儒学
”

 ( Ｉｎｓ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ｕｃ ｉａｎｉｓｍ ) ,

■ 、

认为传统 中 国 亦可称之 为
“

国家儒 学体制
”


( Ｓｔａｔ＾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 ,① ？ ］ 安东尼 ？ 奥罗姆 ：
《政治社会学导论 》 , 张华青 、 何俊

座由 丨

、

丨热址电 1 曲几 扭 士Ｋ ｍ ｖｒ

＊志 、 孙嘉 明等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 0 0 6 年版 , 第 8 8 页 。

ｆｆｉ冢思想之所 以能被制度化 , 根不原因在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 外文出版社 2 0 1 4 年版 , 第 1 0 5 页 。

于它所倡导的思想符合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 目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 外文出版社 2 0 1 4 年版 , 第 1 0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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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4 年 2 月 2 4 日 习 近平总书记在 中共中央政治等 、 公正、 法治 , 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 ；
爱

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 时的讲话中进
一

步强调指国 、 敬业 、 诚信 、 友善 , 是公 民个人层 面的价

出 ：

“

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 , 有效整合社会意值准则 。 国 家和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念实际上就

识 , 是社会系统得以 正常运转 、 社会秩序得以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未来发展完善需

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 , 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要遵循的价值原则 ： 富强是经济价值原则 , 自

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

”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由平等民主法治是政治价值原则 , 文明公正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软谐是社会价值原则 。

支撑 。 有了完备成熟的制 度体系架构 , 如果人就制度评价而言 , 制度作为调整人与人之

们不认同 制度所承载的价值 , 或者说人们秉持间关系的规则 ,

一经正式确立 , 便成为
一

种客

的价值观念与制度所内含的价值相悖 , 那么制观存在 , 在确定人的行为界限 、 稳定社会秩序 、

度执行能 力就会受影响 , 制 度的有效性就会打 提供人的活动预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可 以

折扣 。 正是鉴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制度执 说 , 制度 以 自 己特有 的稳定性 、 强 制性 、 激励

行能力的重要作用 , 所以才把核心价值观作为 性功能促进社会和人类的发展 。 既然制度作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大力培育 客观存在与人及其实践活动发生关系 , 那么必

和倡导 , 为
＾
是依靠核心价

ｇ
观的凝聚力 、 整 然存在一个被评价 的问题 。 所谓评价 , 就是人

合力 , 将多元的社会意识进行有效整合 , 使社 们对价值和意义进行评估 的认识活动 。 制度评
会系统得以正常运

,

转
：

使社会秩序得以 有效＃价就是对制度 的价值和意义进行评估的认识活
护 , 提升制度的执行能力 。

动 。 显然 , 对制度 的评价关涉评价主体 , 评价
从理论上讲 , 核心价值观不仅深刻影 响制

主体的利益需要 、 欲望兴趣、 情绪情感 、 信念
麵执行能力和执行效果 , 而且对制度建构和

信仰这些具有主观个性色彩的主体尺度对制度

ｉ平价本身产生重要影 响 。 承认制度评价 的主体
就制度建＠胃胃 ’卜胃 ’ｍ歸征 , 并不意騎承认每个评价主体对制 度

－

Ｍｒｎｔ ’＿、

作出的评价都是合賴 。 制度评价还涉及评价

ｆ标准的问题。 因 为作为评价主体的人 , 都是历

顿 、 具体的 , 处于—定阶级 、 阶层之中 的人 ,

Ｓ？？／而不是抽象的 、 虚幻 的人 , 龍 , 貌似客观公

, ｆ ｔ

、

ｎ正的制度评价标准实际上只是代表社会某一阶
比如 , 十八大报告 中讲的八个

“

必须坚持
”

：

於曰子制 、 、／ 4？

“

必醒持人民主体地位
”

、

“

必须坚持解放和发＿
—

■评价尺度 。 这种评价尺賴为 只代表社会

‘须坚持】佳护社会公平
入— ’

共同富裕道路
”

、

“

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
”

、

“

必须坚持和平发展
,

,

、

“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 ,

。 ＾ ｆ

1 ｆｉ￣  1 ．

这八个
“

必须坚持
”

内 在包含着 中 国特色社会
1 社衣的利益 、 而要往任处于对乂冲矢状

主义各项制雌含脑本雑 。 这些基本Ｍ
态 , ■了 益■

涉及几大价值翻 , 政
、

冶价值 ： 人Ｓ 民 主 ；

会损豁个人瓶会關益 。 舰不是制造
^

会价值 ： 公平正义和谐 ； 经济价值 ： 共同 富裕
入利 ■

等 。

？ 2 0 1 3 年 1 2 月
, 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培



＾

̄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
, 将 2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 十八大以 来 重 要 文献选 编 》

々扮 ．

、 仏估 口ｍＡ 士ｏ 人 曰 盖 白 口 ＋＋ ( 上 )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 0Ｕ 年版 ’ 第 页 。

罕核也、价值Ｍ分成 3
丨
房 面 ？

？ 富强 、 Ｋ王 、 文
② 参见程竹汝 ：

《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麟基本价值 》
,

《晋

明 、 和谐 , 是国家层面的价值 目标 ； 自 由 、 平阳学刊 》 2 0 1 4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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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洁 ： 社会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治理中 的功能


的 、 仅仅追求
一 己之私利的利益和需要 , 不可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要大力 培育和

能在客观上又兼顾整个社会的利益和需要 。 只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和核心价值观 , 加

有那些和整个社会利益和需要相
一致的个人或快构建充分反映 中 国特色 、 民族特性 、 时代特

集团的利益需要才是合理的 。 也正是从这个意征的价值体系 。 要加强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义上 , 我们虽然无法找到超越一切 阶级 、 阶层挖掘和阐发 , 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

和社会集 团之上的抽象的 、 绝对公正无私 的转化 、 创新性发展 , 把跨越时空 、 超越国 度 、

“

人
”

担当制度评价的主体 , 但是可以相对地抽富有永恒魅力 、 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 弘扬

象出与社会整体相对应的
“

人
”

, 作为制度评价起来 , 把继 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 、

的主体 , 以确保制度评价的相对公允 。
① 人们之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 国文化创新成果

所以能对制度作出各种各样的评价 , 除 了利益 、 传播出去 。

”②

需要因素 的差异之外 ,
主要取决 于文化观念 。既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推进 国家治理

核心价值观的差异是导致制度评价差异的另一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如此重要 的作用 ,

重要原因 。那么 , 又该如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

ｗ＾ ｎ观呢 ？ 笔者认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二 、 弘

？
社衣

,
乂核

？
价值从 ,

观主要是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脑 、 入心 、

入行 , 而这又主要涉及核心价值观的 内容与弘

正是由 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方式
丨
句？ 。

国家治理功能 , 具体地说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而言 , 要讲

观对制度麵 、 纖斯 、 制餅价具有《觀始主义核心价顏与巾靴秀传统文化

細 , 所以 , 党的十八大以来 , 习近平总书记
的历史渊源关系 ； 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多次强调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 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 比如 ,
2 0 1 4 年 2 月 2 4 日 在主持十八届中央

观与西方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

政治局第十三次雜学樹做了题为
“

培育和其
—

, 巾報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的讲话 , 提 出 要心

“

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
的重要源泉 。 经过反复征求意见 , 综合各方面

气、 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
”

； 2 0 1 4 年 5 月 4 日 在
认识而确立起来的

“

反映全 国各族人民共同认

北京大学师生赚会上做了题为
“

青年要 自 觉
剛价值观

‘

最大公约数
, ”

, 必须立足 中 华优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的讲话 , 提出
“

人 秀传统文化 ’ 并从 中汲取丰富营养 , 这是社会

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

青年要从现
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生命力和影响力 的固有根

在做起 、 从 自 己做起 ,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 。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 ’


“

培育和弘扬社会

成为 自 己 的基本遵循 , 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
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广到全社会去
, ,

；
2 0 1 4 年 5 月 3 0 日 在北京市海

牢 固的核心价值观 , 都有其固有 的根本 。 抛弃

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做了题为
“

从
传统 、 丢掉根本 , 就等于割断了 自 己 的精神命

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的讲
脉

”

, 要
“

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

话 , 强调指出
“
一

个民族 的文明进步 ,

一

个 国 仁爱 、 重 民本 、 守诚信 、 崇正义 、 尚 和合 、 求

家的发展 ) ｔｔ大 , 需要
一代又一代人接力 努力 ,

大同＿■值 , 使中华优＿统文化成为涵

需要很多力量来推动 , 核心价值观是其中最持

久最深沉的力量
”

。

？八 ＋ ？ 松 、
① 参见辛鸣 ： 《制度论

一

关于制度哲学的理论建构 》 ’ 人民
在谈及社会主乂核也、价值观与 国家治理现出版社 2 0 0 5 年版 , 第 1 9 4

￣

1 9 5 页 。

代化问题时 ,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 出 ：

“

推进国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 外文出版社 2 0 1 4 年版 , 第 1 0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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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2 0 1 5 年第 4 期

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

。

① 立足 中改观 ,
目前 ,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社

华优秀文化传统 , 培育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 、 凝练 、 培育 、 践行

值观符合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 任何
一种文化等问题已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 。

都离不开它 固有的文化传统 , 中华优秀传统文毫无疑问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

社会

化已经内 化为 中华民族的 基因 , 植根在中 国 人主义
”

的核心价值观 ,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

内心 , 流淌在中 国人血液 中 , 潜移默化影 响着内核 , 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 体现 了社会

中 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 社会主义核心主义崇 尚和倡导的价值 目 标 、 理想信念 、 道德

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 自 然不可能数典忘祖 , 另准则 、 精神风 尚等 , 是社会主义制度建构和实

起炉灶 , 必须尊重和继承既有 的优秀文化传统 。 践的导航仪和风 向标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

在继承的基础上 , 发展创新 , 推陈出新 , 实现集中体现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
“

主义
”

的价值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目标和理想追求 , 那么 , 社会主义制度与实践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区别于其他
“

主 义
”

的最核心 的价值观是什

其二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

社会主义
”

么 ？ 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 》 中批判拉萨尔

的核心价值观 , 而不是其他什么
“

主义
”

的核的公平观 , 同时确立
“

公正
”

是社会主义制度

心价值观。 如果从 1 6 4 0 年托马斯 ？ 莫尔 发表的基本价值取向 。 结合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

《乌托邦 》 算起 , 社会主义已经有五百多年 的历际 ,

“

公正
”

的含义应该是在解放生产力 、 发

史 。 五百多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 , 经历了 空想展生产力 、 消 灭剥削 、 消除贫困的基础上 , 让

社会主义 、 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三个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红利 , 让改革成果更

大的历史时期 , 可 以分为如下几个大的历史时多惠及民众 , 实现共同富裕。 这是社会主义核

段 ： 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 ； 马克思 、 恩格心价值观的题 中应有之义 , 也是社会主义核心

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列 宁领导十月价值 观 区 别 于其 他
“

主 义
”

价 值 观 的 核 心

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 ； 苏联模式逐步形成 ； 所在 。

新中 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 ；其三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西方资产阶

我们党作 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 开创级核心价值观为鉴戒 , 但拒斥西方的
“

普世价

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值
”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三个层面 的价

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 为科值要求 , 在 国家层面 提出 要倡导富强 、 民主 、

学 , 意味着社会主义不再是简单对资本主义的文明 、 和谐 , 在社会层面提出 要倡导 自 由 、 平

道德控诉和对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同情 。 资本等 、 公正 、 法治 , 在公 民 层 面提 出 要倡导 爱

的本性是逐利 , 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 , 资国 、 敬业 、 诚信 、 友善 ,
三个层面的价值要求

本必须不断扩张 , 但是资本主义却受有限市场 、

“

实际上 回答 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 的国家 、 建

有限资源 和有限创新主体的限制 , 设定 了 自 身设什么样的社会 、 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

的发展极限 , 并且资本主义为 了 自 身利益培养题
”

。 人们不禁要问 ＿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

了 自 己的掘墓人
——

无产阶级 , 社会主义最终导 的三个层面 的价值要求似乎和西方资产阶级

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从空想变为现实 。 需倡扬的核心价值观并无二致 , 难道西方 国家就

要指出 , 在马克思那里 , 社会主义同 时具有社不倡导国家富强 、 民 主 、 文明 、 和谐 ,
不倡导

会制度 、 历史运动 、 价值理想三重含义 , 只是社会 自 由 、 平等 、 公正 、 法治 , 不倡导公民爱

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更多侧国 、 敬业 、 诚信 、 友善吗 ？ 实际上 ,
这一提问

重于如何将社会主义变成现实 , 而不是道德层方式暗含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资产

面的理想描绘 , 所以传统社会主义的研究较多阶级核心价值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
社会主

集中在现实实践与制度建构层面 , 而较少关注

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意蕴 。 这种状况近些年有所？ 《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 》 , 外文出版社 2 0 1 4 年版 , 第 1 6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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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洁 ： 社会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治理中 的功能


义核心价值观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涵养 , 同如马克思所说的 , 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 。

时也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 。 肇始于古希腊文只有说服人才可能入脑 、 入心 、 入行 。 在此

明和基督教文化 , 历经文艺复兴、 启 蒙运动与基础上应该重视的 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资产阶级革命洗礼而确立起来的西方资产阶级观的方式方法问题 。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观 , 当然包含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观主要通过教育引 导 、 舆论宣传 、 文化熏陶 、

值观吸收借鉴的 、 可以称之为世界文明有益成实践养成 、 制度保障等方式 , 需要充分利用现

果的元素 , 所以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以代传媒技术 , 旗帜鲜明 、 生动形象具体地表现

西方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为鉴戒 , 吸收其 中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价值共识 , 但 同时 , 值观与人们的 日 常生活紧密结合 , 在落细 、 落

我们坚决拒斥西方国家打着
“

价值共识
”

的旗小 、 落实上下功夫 ； 需要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导

号 , 传播
“

普世价值
”

, 因 为西方提 出所谓的向上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提供
“

普世价值
”

, 绝不是为了表达人们对价值共识保障 , 以制度规范行为 , 从行为 内化为 内心的

的美好追求 , 而恰恰是利用人们追求价值共识价值观认同 。

的美好愿望 , 运用
“

普世价值
”

这种非政治性

话语达到某种政治意图 。

？对于这种承载政治使本文作者 ： 中 国社会科学院马 克思主 义研

命的
“

普世价值
”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所应究院副研究员

当加以拒斥 。责任编辑 ： 周 勤勤

厘清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与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关系 、 与社会主义 的关 系 、 与西方

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 是我们 弘扬社① 参见侯惠勤 ：
《

“

普世价值
＂

的理论误区和实践陷 阱 》 , 《马

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首先要讲清楚 的 问题 。 正

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ｅＳｏｃ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ｎＪ

ｉ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Ｎ 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ｃ ｌｕｄｅｓｔｗ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ｓｐｅｃ ｔｓｏ ｆｓｙｓ ｔｅｍａｎｄｃａｐａｂ ｉ 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ｓｙｓ ｔｅｍ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ｓａｃｏｍｐ ｌｅｔｅｓｅｔｏｆｃ ｌｏｓｅｌ
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ａｎｄｃｏｏｒｄ ｉｎａｔｅｄ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 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ｐａｂ ｉ ｌｉｔｙ
ｏ ｆ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ｔｈｅａｂ ｉｌ ｉｔｙｔｏ

ｕ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 ｔｅｍｔｏｍａｎａｇｅａｌ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ａｆｆａ ｉｒｓ．Ｉｎｏ ｔｈｅｒｗｏ ｒｄｓ
,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ｙｓ
ｔｅｍ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 ｃｅｃａｐａｂ ｉ ｌ ｉｔｙ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ｓｙｓ ｔｅｍ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ｅｘｅｃｕ

？

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ｅｓｏｃ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ｐ ｌａｙｓ 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 ｌｅｉｎ ｔｈｅｓｙｓ
ｔｅ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ｅｘｅｃｕｔ
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ｙｓ ｔｅｍ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 ．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ａｂｉ ｌｉ 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ｃ ｉａｌｉｓ ｔｓｙｓ ｔｅｍｗｉ 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 ｃｔｅｒ ｉｓｔ ｉｃｓｔｏｇｏｖｅｒｎ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ｆｆｅｃ ｔ ｉｖｅ ｌｙ ,

ｗｅｍｕｓ ｔｂｏｌｓ ｔｅｒｃｏｒｅｓｏｃ ｉａｌｉｓ ｔ

ｖａｌｕｅ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ｙｓ ｔｅｍ ；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

？

ｔｙ ；ｃｏｒｅｓｏ ｃｉａ ｌｉｓ ｔｖａｌｕ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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