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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认同现状调查

  2007年10月下旬，我们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四个方面内容进行问卷设计，并

对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及上海大学等五所高校的大学生

开展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950份（每校390份），收回1898份，其中有效问卷1873

份，有效率99%。本调查揭示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现状，目的在于有

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教育对策，更好地促进大学生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并促使他们认真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1.大部分学生赞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大学生对“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作用如何？”的看法，选择“具

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有作用”者合计达60.7%，这说明大多数大学生能够正确认识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指导作用。  

  大学生对“全球化和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您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否指导我国继续前

进？”的看法，选择“肯定能指导”和“大概能指导”的学生达50.9%，这说明过半数

的大学生比较认可全球化和价值多元化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依然能指导我们继续前进。  

  大学生对“千年之交，英国BBC公司在全球范围进行网上评选千年最伟大思想家活

动，结果得票高居榜首的是马克思”的看法，选择“说明马克思学说的社会影响力”和

“显示马克思的个人魅力”的共计79%。这充分说明马克思学说的社会影响力仍然很

高。  

  2.大部分学生否定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及失败论  

  大学生对“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前已经过时了”的看法，选择“很不同意”

和“基本不同意”者合计达59.8%，这说明大多数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仍有鲜明的时

代意义，它并没有过时。尤其是我国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形成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大学生对“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的看法，选择

“不是”的占总数的55.2%,这说明半数以上大学生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暂时地受挫并非意

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巨大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足以向世界

证明马克思主义有着巨大的生命力。  

  3.相当部分学生对社会发展规律存在认识模糊情况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看法，认

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者只有22.4%，选择“说不

清”者占总数的62.1%。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对于马克思所指出的“两个必然”的

规律还存在疑惑。  

  大学生对“人类社会必将进入共产主义”的看法，选择“说不清”者达40%，并

且，还有20.6%的大学生选择“基本不同意”和“很不同意”。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的

大学生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趋势的认知是模糊不清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1.大部分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大学生对“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振兴中国”及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的看法，选择“非常同意”和“基本同意”的人

数比例前者达到70.1%，后者达到76.6%。可以看出大多数大学生对我国选择并正在发展

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非常认同的。  

  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实现”的看法，78.9%的大学生对我们中华

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坚信不移。  

  2.大部分学生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  

  大学生对“从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发展转变为‘又好又快’发展，这是科学发展

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及对“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

的模式”的看法，持“非常同意”和“基本同意”态度的人数比例，前者达到81.8%，

后者达到84.1%，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在大学生中具有非常广泛

的认同度。  

  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看法，持“非常同

意”和“基本同意”者达到75.4%。这说明在当代大学生中，大多数人是支持和拥护我

们党的领导的。  

  3.相当一部分学生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模糊不清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逐步融合，走向趋同”的看法，持“非常同意”和

“基本同意”者达到66%，持“说不清”者达到22.6%。此数据说明相当部分大学生对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已渐渐模糊。    

  社会主义荣辱观  

  1.绝大部分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认同度较高  

  大学生对“劳动模范徐虎为居民们无偿修理水龙头、下水道，十几年如一日的行

为”，持“应该提倡”和“值得提倡”者合计达92.8%。这说明绝大多数大学生比较认

可日常生活中为人民服务的行为。  

  大学生对“学校将建立一个交互式教科书交流平台，用以帮助贫困大学生减轻买书

的负担，您愿意主动捐出您的教科书吗？”的回答，45.7%的大学生选择了“非常愿

意”，38.2%的大学生选择了“比较愿意”，合计达83.9%。可见，绝大多数大学生能够

做到互相帮助，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  

  大学生对“诚信是为人处事的一种重要品质”的回答，选择“非常同意”和“基本

同意”者合计达到96.3%，其中74.8%的学生选择了“非常同意”。这说明对于诚实守信

的传统美德，绝大部分学生表示了极高的认同度。  

  大学生对“现阶段所提倡的艰苦奋斗，您如何理解？”的回答，67.6%的大学生认

为讲艰苦奋斗是要我们具有珍惜资源意识及知难而进的精神状态，仅有5.7%的大学生认

为艰苦奋斗会损害个人正当物质利益。这说明大部分学生对于艰苦奋斗精神能够有正确

的理解。  

  2．部分大学生在荣辱观上存在认识模糊情况  

  大学生对“当前高校中一些漂亮女生傍大款”的看法，40.3%的大学生认为是“个

人自由”，5.8%的大学生认为是“摆脱贫困的手段”，两者合计达46.1%。另有9.1%的

大学生选择“说不清”。这表明目前部分大学生价值观念较为模糊。  

  大学生对“宁波市一位出租车司机在获得酬金后，将乘客所遗物品归还失主，您如

何看待司机的这种拾金索酬行为？”的回答，持“说不清”和“可以理解”者合计达

 



66.7%。这说明相当部分大学生将特殊行业的职业道德要求与《物权法》规定的普通公

民“拾金可得酬金”的权利相互混淆。  

  大学生对“经常旷课大学生”的看法，48.7%的大学生认为“可以理解”，34.4%的

大学生持“无所谓”态度。仅有16.7%的大学生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可见，

大学生对旷课行为的评价已完全模糊了传统的是非标准。  

  大学生对“一些大学生一味追求时尚，一旦有新品上市总会不惜成本买到手，您对

这种行为有什么看法？”的回答，44.3%的大学生选择“说不清”和“无所谓”。这说

明，部分大学生还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  

  3．部分大学生在荣辱观上存在知行脱节现象  

  大学生对“ATM取款机出差错双倍吐钱，是否会归还多余的钱?”的回答，28.9%的

大学生选择“不一定会归还多余的钱”，27.6%的大学生索性选择了“不会归还多余的

钱”，二者合计达到56.5%。据前述，在对诚信的认知上，96.3%的大学生对“诚信是为

人处事中的一种重要品质”这句话持“非常赞成”和“比较赞成”的态度，但是过半数

大学生在诚信行为的表现方面并不尽如人意，存在知行脱节现象。  

    (课题组成员：朱承，牛广华，裔仕佳，李华，杨庆锋，李银，卓凯，刘海云，程

超，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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