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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2001年第四季度举办的学术会议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研讨会  

2001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道德科学研究院和党委宣传部，共同举办了“《公民

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研讨会”。徐惟诚、程天权、罗国杰、黄楠森、宋惠昌、许启贤、宋希仁、夏伟东、吴潜涛、焦

国成、葛晨虹等来自不同部门单位的领导和伦理学、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其中许多专家直接

参与了《纲要》的制定和修改。  

会议由中国伦理学会会长、著名伦理学家罗国杰教授主持，他首先对《纲要》的制定、讨论、修改等一系列问题做了

说明，指出党中央要求要把贯彻《纲要》作为精神文明建设、思想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从“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和以德治国方略的高度来认识公民道德问题的重要意义。要全面加强群众性道德教育，大力开展群众性道德实

践活动，力求营造有利于道德建设的文化氛围，并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和政策保障。要通过全体公民对《纲

要》的学习和贯彻实施，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使以德治国方略能够得到更好的实现。要

把实施《纲要》提到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来认识，因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

重要内容。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罗国杰教授指出，《纲要》的颁布对于我们哲学界、特别是伦理

学界的研究来说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很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纲要》经过多次讨论，并在全国各基层单位、

各民主党派广泛征求意见，最后形成20个字的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

献。希望把这20个字基本道德规范变成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全国得到更好的推广。  

之后，与会专家学者就如何理解和贯彻《纲要》精神，如何落实以德治国方略，如何更好地进行公民道德建设展开了

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一 《纲要》是时代的产物  

大家一致认为，《纲要》的颁布是时代的呼唤，是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亟需。  

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道德科学研究院院长徐惟诚教授认为，现在社会已经比较容易形成道德很重要这样一

种共识。我们多次呼吁过市场经济需要一个道德前提，否则就无法正常进行下去。刚开始时大家可能感觉不到，现在

这个感觉越来越明显了。今天中国的经济总体上是好的，但道德问题、信用问题很多。在这样的时候，《纲要》把这

个问题向整个社会、全民族提出来，时机非常好。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教授指出，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社会生活上都发生了巨

大变化。我们党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十五届六中全会又提出了党风建设的问题，大家都感到抓住了关

键，同时也感到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情况下，人们的道德水准，可以说是既满意又不满意的。《纲

要》实际上是把以德治国方略具体化，变成一定规范，使全社会都可以去遵循、去操作，使我们的社会风气、道德水



准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或提高，所以它非常符合人心、符合党心，代表了社会的共同需求。  

中央党校宋惠昌教授强调，《纲要》的颁布给我们反腐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这些基本道德规范在一定意义上是

防止腐败的一条道德防线。现在颁布这个文件，要使这些道德基本规范深入人心，这对于教育广大群众，尤其是对于

我们的反腐败建设，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焦国成教授指出，《纲要》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经过20多年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

们已经富裕了。这种情况下，****总书记提出了“富而思进”的要求，它不仅仅指物质财富的再增长一个方面，另一

方面应该是指思想素质的提高、境界的提高、道德水准的提高，社会的精神文明与道德建设上一个新台阶。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葛晨虹教授认为，国民素质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现在公布

《纲要》时机非常成熟，这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不仅社会需要道德，就是市场经济也需要道德。  

（二）、《纲要》体现了全面性与广泛性的统一  

专家学者们反复强调，《纲要》既具有全面性，又具有广泛性。  

程天权教授认为，《纲要》把社会各个方面都融进去了，应该讲20个字是非常恰当的，方面很全，尤其是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相匹配。它既有面向未来、超越初级阶段的真理因子，也更反映出现阶段的时代特点。它的涵盖面非常大，

包括了人们的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三大领域，是一种共同的社会公德、信念和准则。它的覆盖面非常广，

包括全体社会成员，旨在建立起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秩序。  

焦国成教授指出，《纲要》定位定的比较好，属于道德广泛性层次的一种建设，它面对的是公共秩序。同时，公民道

德建设是集体主义道德建设的具体化。公民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是生活在国家这个集体里面的，这就

给每个民众一种主人翁意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分子，我是归属于这个国家的，这样集体主义就落到了实处。  

（三）、《纲要》体现了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大家一致认为，《纲要》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统一的思想。  

北京大学教授黄楠森强调，法律条文可以根据某个原则来规定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法，而道德最多是舆论制裁。在

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中，道德更重要，法律是道德规范的一种法律化。道德问题达到了某个程度，就变成法律问题了，

所以法律与道德实际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孔子是这样看待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

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们今天的刑事犯罪，也要用道德来教育，来提高罪犯的道德品质，使之认识

到错误，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改过自新。  

焦国成教授指出，《纲要》是以德治国方略的进一步实施。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仅*法治是治不了国的，从周

孝公到秦始皇，法制建设是相当完备的，但最后都灭亡了，尤其是清朝的经验太明显了，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当整

个社会的道德风气下降，再有法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一定要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  

（四）、《纲要》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与会学者们一再强调，《纲要》既体现了对传统的继承，又有所创新。  

徐惟诚教授认为，《纲要》的出台，是继承了我们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了党和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

践中形成的优良道德传统，集中了我们这几十年在道德实践中的经验，凝聚了许多理论工作者多年理论探讨的结果。  

程天权教授指出，我们国家在公民道德建设方面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有道德建设的长期实践和理论总结，有相当丰

富的道德建设经验。当然，这里面有优秀的也有糟粕的，要有所取有所弃。改革开放后，许多新的价值观念进入我们

的生活，比较之后我们感到，人家的东西确实有可取的，但我们自己也不是一无是处，而且很多东西在我们的社会中

有更深的社会基础，更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易于接受。  

宋惠昌教授强调，《纲要》在一些重大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提出一些重要的理论。公民道德的提法很重要，

道德主体用公民这个概念来界定，和原来的人民的概念是有区别的。人民是个政治范畴，而公民是个独立的法律范

畴，这使我们的道德规范具有更普遍的意义，这与以前我们片面强调阶级道德或道德的阶级性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吴潜涛教授认为，对20字的阐释上，不能把它理解为仅仅是从我们国家传统中而来的，

应该是我们吸取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主义交融上的一种结晶。《纲要》中提到许多

新的思想，是对改革开放后伦理学理论建设成果的概括和总结。以往的理论探讨，我们往往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



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都作为经济伦理的范畴进行探讨的，现在把它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

本原则，可以说是伦理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创新。  

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夏伟东教授指出，《纲要》提出的5句话，20个字，10个规范，非常独具一格，

有新意。一是这20个字，不是把它放在道德建设的内容或者我们常说的道德体系中说的，而是放在指导思想来讲的，

这是非常特殊的。之所以如此，就是重点突出它，把它看成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公民道德建设、甚至道德建设中的一个

重点工程，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二是把这5句话，20个字，10个规范集中在一起，明确提出来，作为我们国家公民的

基本道德规范，这也是第一次。三是这20个字本身，要做分解，分解为10个规范，而这10个规范也要做进一步的分

解，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内涵，给我们伦理学界留出了广泛的空间。四是这20个字，是对历史的继承，但确实是一种创

新。  

(五)、《纲要》重在实施  

与会学者们反复重申，《纲要》不能仅仅流于形式，重点在于实施，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  

徐惟诚教授指出，《纲要》公布后，有一大堆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需要我们去做，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怎样使

观念与实际相吻合、相一致，否则就会出现讲假话现象。  

黄楠森教授认为，《纲要》重在实施，在实践，不要发一个文件后，做些平常的宣传就偃旗息鼓了。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道德素质的提高，不能仅*德育工作，而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各个方面的配合。道德建设能起多大作用，主要*各

方面的密切配合，所以实施非常关键，必须落到实处。领导不仅要抓，更要以身作则。  

中国人民大学宋希仁教授认为，5条，20个字，道简易明，非常好。在道德建设上的一个经验就是先抓末，叫做“循乎

其末，渐逐其本”。要先抓行为，从人的一点一滴抓起，渐次达到根本的道德要求。  

此次会议，虽然是对《纲要》的一次理论学习和研讨，但它对于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健康和谐的良好道德风尚，

对于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个方略的紧密结合，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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