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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提炼简明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学术理论

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如火如荼，虽然仍处于讨论、争鸣阶段，但在凝练的原则与具体表述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观

点。 

 

一、关于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 

 

1.张剑2011年2月25日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价

值追求的基本思想，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突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反映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最大

限度地表达社会共识，便于传播和记忆。 

2.韩庆祥在2011年8月4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要真正凝练出一种能被人们广泛认同、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对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具有积极导向作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确立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方法论：一是定

位要准确，二是覆盖面要广泛，三是内在逻辑要清晰，四是基本原则要遵循，五是凝练要达雅。 

3.叶小文在2011年11月7日《学习时报》上撰文认为，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要求把先进性和包容性统一起来；

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把科学清晰与适当模糊统一起来；要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不宜“局部生病、全身用药”；要有

压力驱使人付出，也要有动力诱导人获取；要求社会存在具有凝聚和形成共识的基础。 

4.王思敬在2012年1月14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

现传统和现代的完美结合，体现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体现现实和长久的辩证关系，体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5.王虎学在2012年2月11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从根本上廓清凝练的前提、标准和

原则。他从哲学层面提出凝练、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方法论：要面向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深入

生活，特别是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要遵循规律，特别是价值观念自身的发展规律。 

6.宋善文在2012年2月11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概括、凝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具备全局性特征，反映全体中

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具备时代性特征，体现社会主义社会时代精神的精华；具备概括性特征，浓缩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理

想；具备稳定性特征，一旦确立就应当相对稳定；具备导向性特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备大众化特征，简洁

明快、通俗易懂，便于普及、易于践行。 

7.2012年第2期《红旗文稿》发表了署名“柯缇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一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

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观，而不应该是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外来文化精华的简单结合和集大成者；必须是国家层面、社会

层面、制度层面的价值取向，而不应该是针对公民个人的道德规范；应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内核和根本原则，而不

应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基本内容的完整反映和全面概括；应该代表整个进步人类的价值追求，既有同资本主义价

值观相对立、相斗争的一面，又有同世界其他价值观可对话、可交流的一面，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狭隘的；既应该有明确的

内容和准确的含义，又可以在表述上详略灵活，而不一定是语词固定、一成不变的。 

8.虞崇胜在2012年2月18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六大原则：必须符合人类共同价值

的要求，必须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必须继承中国传统价值的精华，必须适应中国现实发展的要求，必须适应社会主义未来

发展要求，必须具有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 

9.祝福恩在2012年2月25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实践为源泉，认真吸取苏共失败实践的

教训，批判地借鉴西方国家较为成功的实践，立足我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实践。 



10.韩震在2012年第6期《红旗文稿》上撰文认为，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精髓，它必须是国家社会制度价值取向的体现；

核心价值观必须是真正目标性、理念性的价值观，而不能是工具性、手段性的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必须是基本性的、持久性的价

值观，而不能是次生性的、短暂性的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必须是更具解释力的价值观，而不能是包含在其他价值观中的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必须是具有一定的超越性的理念，可以凝聚人心、振作精神、引领方向，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核心价值观必须是

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和具有世界意义的理念，可以吸引全人类的认同和向往。 

11.陈树林在2012年3月24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灵魂、社会发展进步的指针、凝聚人

心的精神源泉，必须根据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功能来构建，应具有时代性和超前性、根基性和广泛性、包容性和普适性。 

12.李亚彬在2012年4月14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能够反映当代中国文化的特质，彰显当

代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彰显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彰显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当代价值；能够体现我们在文化建

设中的文化自觉；能够使世界更加准确、方便地认识中国文化。 

13.戴木才在2012年4月28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凝练核心价值观要站在人类价值共识的制高点，高扬一种理想：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高扬共产主义价值理想的旗帜；实现两大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超越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和资本主义核

心价值观；体现三大特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具有统摄性、共识性和恒常性。 

14.高建生在2012年4月28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凝练核心价值观要从社会主义发展的源头中凝练，从社会主义的普遍

共识中凝练，从社会主义的大众感悟中凝练。 

综合以上观点，结合自己的研究思考，笔者认为，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概括起来就是要做到“五个统

一”：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坚持先进性与包容性相统一，坚持继承性与时代性相统一，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坚

持理论性与群众性相统一。 

 

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1.“以人为本、共同富裕、公平正义、文明和谐” 

张剑2011年2月25日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建

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目标，确立了“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

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明确了“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理

念。综合我们党的有关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领域中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具有以

下基本要素：以人为本、共同富裕、公平正义、文明和谐。 

2.“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文明和谐、民主法治” 

阿斯哈尔·吐尔逊在2011年03月28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包含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

可以凝练成16个字，即“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文明和谐、民主法治”。简言之就是“四个一”：一个核心、一个基石、一个本

质、一个保障。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石，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本质，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保障。 

3.“自由、民主、文明、和谐、富强” 

程恩富在2011年3月28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应体现“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

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科学精神，可以细化为“自由集体观、民主集中观、文明进步观、和谐仁信观、富强和平

观”，并可进一步浓缩为“自由、民主、文明、和谐、富强”五个词。 

4.“和” 

张翔在2011年7月11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把“和”及其共和、和谐、和平三个维度，包括民主与自由、科学与大

爱、自强与包容六对价值取向，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把握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精髓，抓住了引领当代社会思潮的总纲，能够起到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 

5.“民主、公平、和谐、进取” 

刘舸在2011年8月4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凝练成群众更能理解、更能接受

的核心价值观，即民主、公平、和谐、进取。这既有对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吸取，又有对优秀外来文化的借鉴，有利于我们国家

道德状态和道德取向的向“善”。 

6.“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独立自主” 

田心铭在2011年第11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上撰文认为，“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联结为一个整体，构

成了完整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为公、诚信，人本、民主，公平、正义，仁爱、和谐” 

李汉秋在2012年1月7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概括为“为公、诚信，人本、民主，公平、正义，

仁爱、和谐”。 

8.“以人为本、民主公正” 

包心鉴在2012年1月14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可以

概括为“以人为本、民主公正”。以人为本，侧重于从社会主义性质和本质的层面界定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即回答社会主义

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形态（价值理念）；民主公正，则侧重于从政治关系和社会变革的层面界定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即回答如



文档附件： 

何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价值指向、价值标准）。 

9.“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团结和谐、开放包容” 

2012年第2期《红旗文稿》署名“柯缇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一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可概

括为“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团结和谐、开放包容”，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经典“关键词”，

并认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目的和需要，完全可以使用灵活多样、或详或略、富有个性的语言加以表

述。 

10.“友爱、平等、互助、共富” 

杨永志在2012年2月4日《光明日报》上撰文，与包心鉴先生商榷，认为“以人为本、民主公正”不能充分反映人类文明成

果，“民主公正”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高概括，“以人为本、民主公正”没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以人为本”

作为核心价值观没能准确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凝练为：“友爱、平等、互助、共富”。 

11.“人民民主、共同富裕、中华复兴、世界大同” 

钟哲明在2012年2月11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表述为“人民民主、共同富裕、中华复兴、世界

大同”。 

12.“爱国、守法、明理、诚信” 

郭占恒在2012年2月13日《学习时报》上撰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概括为“爱国，守法，明理，诚信”，主要理由

是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广泛认同，便于践行；承古开今，继往开来；亟须确立，意义重大。 

13.“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仁爱、正义、守法、诚信” 

杨明在2012年第4期《红旗文稿》上撰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国家和公民这两个基本路径加以概括，其中国家

主导的价值观可以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公民的共同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仁爱、正义、守法、诚信”。 

14.“发展、富强、和谐、仁爱” 

李建华在2012年第5期《红旗文稿》上撰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四项基本共识是：发展、富强、和谐、仁爱。发展

是基本途径和手段，是首要价值观，同时也是动力性价值观；富强是发展的经济目标，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梦想，是目标性价

值观；和谐是发展的社会目标，是理想性价值观；仁爱是发展的人际或群际的目标，是基础性价值观，四者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完整结构。 

15.“民主、公正、和谐” 

韩震在2012年3月15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既然建立人民当家作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是我们的理想，那么“民

主、公正、和谐”也就应该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公正，即建立人人平等的公平正义

之社会；和谐，即追求人人相互尊重各自人权，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每个人都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 

16.“仁爱、诚信、平等、民主、公正” 

郭齐勇、叶慧在2012年3月24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反复掂量既是中国的，又是社会主义的，还是基本而又核心的价

值，提出一种表述方式，10个字，涉及5个范畴：“仁爱、诚信、平等、民主、公正”。 

17.“天下为公，爱国为先；以人为本，创新发展；尊严廉耻（八荣八耻），立身之道；民主富强，和谐大同” 

龚群在2012年第7期《红旗文稿》上撰文认为，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

的基本内容，可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括为如下32个字：天下为公，爱国为先；以人为本，创新发展；尊严廉耻（八荣八

耻），立身之道；民主富强，和谐大同。“天下为公，爱国为先；以人为本，创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概括，“尊严廉耻（八荣八耻），立身之道”是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概括，

“民主富强，和谐大同”则是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概括。 

18.“人民至上、劳动光荣、团结进步、追求理想” 

姜迎春在2012年第8期《红旗文稿》上撰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至少包括“人民至上”、“劳动光荣”、“团结进

步”和“追求理想”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首要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价值观上区别于剥

削阶级政党的核心标志；“劳动光荣”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之一；“团结

进步”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和鲜明的思想旗帜；“追求理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特质之一。 

综合以上观点，结合自己的研究思考，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繁荣富强、民主进步、文明昌

盛、和谐幸福、全面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和根本追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基本价值理念，而“繁荣富强、民主进步、文明昌盛、和谐幸福”分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经济价值理念、政治价值理

念、文化价值理念和社会价值理念。 

 

 

责任编辑：孙宝灵  孔建会 



隐藏评论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gfedc  

    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 

      

         

 

中国社会科学院电话：010-85195999    中国社会科学网电话：010-84177878；84177879    Email：skw01@cass.org.cn 

投稿信箱：skw01@cass.org.cn    网友之声信箱：skw02@cass.org.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1号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版权声明    京ICP备050727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