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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点在于确立提炼的依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为指导、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理论依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提炼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客观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孕育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既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又指导了实践，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作为一个系统的价值观整体已经深入人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内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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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兰（1982—），女，江西省直工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 

 

实事求是是党思想路线的核心，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

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决定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对其科学地提炼和概括，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根本态度和方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而不是从

文本中、头脑中、所谓的“普世价值”中去提炼。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依据 

 

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点在于确立提炼的依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理论依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客观依据。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

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价值观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属于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髓，它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又指导实践，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

发展而不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孕育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的社会实践本身就是“人的价值活动”。[3]中国人民革命和建

设的实践探索奠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基础，而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孕育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这表现

在我们党在紧紧依靠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中，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前进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和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

新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又迫切要求提炼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指导实践。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创立崭

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和当代中国人民的一大创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征之一。[4]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形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生活方式等日益多样化，人们

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使得先进文化、有益文化、落后

文化和腐朽文化同时并存，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整个社会在价值多元化选择面前产

生了价值迷茫，这一系列问题迫切要求我们提炼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鼓舞精神，指明前进的方向。 

 

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简言之，是身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对社会主义的总评价、总看法，它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表现为

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价值理想、价值评价标准等形式，是合价值、目的和工具性的统一体。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

当前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学术和实践价值的观点，在提炼的思路上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如内容上要体

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成果、借鉴西方文化的价值资源，形式上要简洁明了等。诚然，我们还应坚持人民

的价值主体地位，确立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出发点，同时还应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价值

观，具有方向性、全局性和根本性，以免将其当成解决当前社会道德失范的“急救药”，而将一些属于公民道德范畴内的价值观

纳入其中，如诚信、友爱、互助等道德规范。 

1.“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又指导了实践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党的基本路线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描绘。 这个奋斗目标的确立实质上是我

们党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不断深化的表现。党的八大以后，我们错误估计形势，制定了超越发展阶段的目标和路线政

策，党的九大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更荒

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5]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认识导致社会主义建设走了许

多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立足本国实际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

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南

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

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在建党八十周年重要讲话中指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

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深刻

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重大创新，不仅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党对

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而且极大地推进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为此，党的十七大将“和谐”这一价值观写入了党的基本

路线，而且写入了党章。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价值导向，是我们党和人民的

共同价值理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已经证明党的基本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是正确的，我们这条道路的价值目标是正确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2.“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总书

记在建党九十周年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6]党的奋斗目标与我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它必然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九十多年来，我们党是紧紧依靠人民才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人民群众理所当然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价值主体。“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反映了人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

价值诉求和利益诉求，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憧憬和追求，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 

3.“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一个系统的价值观整体已经深入人心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可以分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个方面布局的核心价值观，但是它更是统一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系统价值观整体。我们不能单独强调哪个更重要，更不能从它们排序中来强调某个价值观。要从整体上认

识它们的相互联系，更要用这个价值观整体来认识和解决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这四个词简明扼要、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作为党的基本路线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核心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从1987年提出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和谐”作为古已有之的概念更是已经深入人心，而

且通过实证调查反映的民意看，“富强”、“和谐”的认同度非常高。[7] 

 

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内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丰富 

 

1.富强。富强的基本内涵即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有学者认为将“富强”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会给西方国家的

“中国威胁论”留下口实。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中国的国情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上看，都应明确提出“富强”这一价

值观。一方面，“富强”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景，共同富裕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之一。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人均GDP还处于

中等水平，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同时，我国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异、行业垄断、寻租腐败、市场

分化等原因导致我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不容忽视。因此，明确“富强”为核心价值观是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坚

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 

2.民主。民主的内涵即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列宁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

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对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内容的最精辟揭示。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

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是对民主作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内容的简明科学的论证。[8]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集中体现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从制度上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 

3.文明。文明的内涵即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和文

化形态的有机统一体，人类文明也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构成的统一体。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都是

人类社会实践的伟大成果。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有益成果，表现为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的进步即物质文

明；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有益成果，表现为政治生活的进步即政治文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中形成的有益

成果，表现为精神生活的进步即精神文明。[9]过去，我们只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政治文明的概

念，并要求不断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这是我国生产力发生深刻变革，生产关系不断发展之后，对上

层建筑领域发展提出的必然性要求。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三者缺一，其他两个文明

难以单独发展，三个文明中一个文明完全缺失，最终可能导致其他两个文明的崩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

征之一，是社会高度文明的表现。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重要讲话中指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

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三大文明

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4.和谐。和谐的内涵即社会和谐，包括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等社会关系的和谐。党的十六届

四中全会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指的是一种和睦、融洽并且各阶层齐心协力的社会状态。党的十

六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深化了认识。报告中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我们党不懈奋

斗的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原则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民主法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在

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10]和谐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价值观，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同时我

们党还创造性地将和谐价值观运用到外交领域，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进一步丰富了“和谐”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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