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抓准精神文明建设的突破口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现状与对策》之二 
  
  

一、    精神文明建设要持之以恒  

   
对各级领导来说，要做到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地位，首先要解决指导思想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不断强

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到了年年讲的程度，但实际工作中还做不到，根本原因就是发展观问题
没有解决，在我们部分领导同志的实际指导工作中起作用的发展观是片面的、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表现为； 
   (1)片面、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观。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的，
在当时情况下含义很明确，全党工作就是要摆脱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整天搞政治运动的状况，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但是，近年来却出现一种片面化的理解，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这种片面理解不利于把精神文明建设
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的地位。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应该辩证地协调发展。 
   (2)片面理解精神文明建设是物质文明建设的保证和手段。这种片面的保证观、手段观与片面的发展观相关。如果单纯
强调发展的目的是经济增长，那当然其它一切都是为它服务的。应认识到，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不可偏废。我们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全面进步。 
   (3)代价论。认为为了经济建设牺牲精神文明建设是一种必要的代价等等。 
   (4)分阶段发展论。认为目前我们还很穷，先要把经济搞上去，等富了之后再搞精神文明建设。 
    凡此种种，涉及指导思想的认识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在实际工作中精神文明建设怎么会被重视呢?各级领导干部只有
解决指导思想，转变发展观念，才能解决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问题。所以要强调发展观念的转变，即在实现经济体
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的同时必须实现发展观的转变，从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转变为以人的发展和社会全
面进步为目的、系统辩证地协调的持续发展观。这种新发展观在“九五”计划和远景纲要中已经实际地阐述了，不过未明
确地提出发展观的转变问题。只有转变发展观念，才能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二、精神文明建设要从市场经济存在的实际出发 
  
      市场经济对思想、道德、文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人们还有争论，有的认为思想、道德、文化与市场经济体制无
关，有的认为实行市场经济是当前道德水准下降的原因。我认为市场经济体制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
推动了人们的主体意识、经济意识，在经济活动中获最大利益的功利意识；另一方面它也滋长着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
乐主义，它还造成着思想、道德、文化的分裂。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已经说明，市场经济在思想、道德、文化领
域中造成分裂。比如文化方面，有市场效益的文化，即大众文化、消闲文化、消费文化，受到大家欢迎，发展很快，而高
雅文化没有市场效益则陷入困境，这就是市场经济对文化的分裂。对价值观念的分裂突出表现为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拜
金主义的价值观念。市场经济还造成经济和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对立。这并不是说市场经济一无是处，它是一定历史阶段
的产物。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需要市场经济，但我们要看到它的弊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精神文明建设面临这
样一个现实，精神文明建设要讲利他、奉献、无私，可市场经济体制把个人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造成两极分化，今天面
临有人是物质财富的富裕者，有人是贫困者的现实，如果单纯讲无私奉献，人们是不会心服口服去做的。 
    当今有两部分人在社会上有大的影响，一是领导者，二是成气候的企业家，这两部分人的形象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影响。徐虎等一些典型，他们树立了一些普通共产党员的形象，他们体现出的精神是伟大的，但是人们还不能
完全以此来判定当今的社会价值，因为他不是领导者，不是有钱人，他们体现出来的是老百姓之间互相帮助的道德风尚。
因此，精神文明建设要抓两个突破口：一是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中高级领导要以身作则，做精神文明建设的典范。对干
部最大的考验是金钱的考验，要树立精神文明建设典型，不仅要树立普通共产党员、普通劳动者的典型，而且还要树立手
中掌管大权的领导干部的典型，他们的行动如果确实体现出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质，老百姓就信服了。二是树立以正当经营
手段致富的企业家形象。有的企业家确实是合理合法地以正当经营手段致富的，没有丢失自己的灵魂、精神，我们很需要
这样的典型。 

要加强对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近几年精神文明领域、文化领域发生的问题主要是围绕经济问题产生的，主要发生在
人们的经济活动领域里面，我认为经济伦理问题是目前精神文明问题很重要的突破口。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伦理不能简
单地归结为职业道德问题，譬如消费者买东西，对于消费者行为来说，只能放在经济伦理里；企业的行为、政府的行为、
股东、经理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职业道德问题。市场经济下有很多界限要分清，如非法与合
法，合理与不合理，道德与不道德等等，所以要建立一个文明有序的市场经济，不仅要立法，还要讲经济伦理。 
  

三、把思想、道德、文化三方面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抓 
  
在抓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时候，首先要认识思想、道德、文化的发展规律和物质生产、经济增长的发展规律不同，因而思

想、道德、文化建设体制和经济建设体制在原则上也是不同的。一个时期以来所存在的用经济体制改革套文化体制改革，把文化体
制纳入经济体制范畴的理论和做法都是不对的。把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体制改革归结为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就有片面性。这种
片面性已经严重地损害我们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了克服这种片面性，为了使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体制、文化建设体制的改革有一个
正确的方向，应当明确文化体制改革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把文化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并列起来，去考察这两种体制之间的
相互关系，而不应只提文化体制应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行改革，因为只有这样一种说法，人们很容易理解
为把文化事业市场化、商业化。 

现在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国家投入不够。提出改变文化事业经费来源机制，社会集资办文化事
业，做这种尝试是可以的，但不要变成政府推卸责任，变成政府减少文化支持的借口。当前抓道德建设很好，但如果认为



抓文化建设要增加投入，而抓道德建设可以不增加投入，那是非常错误，也是非常危险的。脱离了文化建设去抓道德建设
就是割裂了道德和文化的关系，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思想、道德、文化素质三者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的，思想道
德影响着文化素质，文化素质也制约着思想、道德。因此对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要作全面的理解，在抓精神文明建设时
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思想问题不解决，道德问题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因为价值观念确实同人生观、世界观有关
系。 

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在突出地位要有组织保证，即党和行政一把手要切实抓好精构文明建设，宣传部门、业务部门也要
负起责任。 

  
  

（原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1996年第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