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  English  Français  

标题检索 检索

 

新闻摘播       重要言论     重要文章       本网首发      学术动态      社科论坛       报刊文摘     网络文摘      六大建设  

热点解读    政策法规解读    国情调研    反腐倡廉    法治社会    科技动态     读与评     咨询台     网友之声    社科大讲堂  

专家访谈       学部委员     名家风采    学林新秀    学术经典库     专家库    数据库    港澳台    

马克思主义  哲学   文学   历史学  考古学   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政治学   法学    新闻与传播学    教育学     管理学  

社会学   民族学  宗教学  语言学  统计学  艺术学   情报与文献学  军事学   国际问题研究   国外社会科学   综合研究  

当前位置:首页 > 本网首发 > 访谈 > 文化 

返回首页      正文字号：【小】【中】【大】

包心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与概述

方筱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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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方筱筠 摄影 孟繁杰 视频制作 郑佳丽 

  

包心鉴教授（右）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专访。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张国产 摄 

  

  嘉宾介绍：包心鉴，男，l949年生，江苏淮阴人。现任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巡视员（正厅级），研究员，山东大学博

士生导师。曾长期担任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

义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政治学研究会会长，山东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山东省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

究中心副主任，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等高校客座教

授，山东科技大学特聘教授、文法学院名誉院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三个基本要素： 

 

  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形态的本质、社会发展的趋向 

 

  记 者：包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并明确要求：“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



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那么，人们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融入与实践过程中，必然会提出进一步提炼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能否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包心鉴：好的，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自从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要范畴，并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提炼概括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后，人们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或核心价值

观是什么？搞清楚这个问题，对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

义。 

 

  我认为，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和价值指向。所谓核心价值观，是指能够体现社会主体成员的根本利益、

反映社会主体成员的价值诉求，对社会变革与进步起维系和推动作用的思想观念、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 

 

  一定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在一定社会的长期实践中孕育形成的。一定社会核心价值的确立和建构，绝然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对社会意识形态及思想道德层面的基本要求。中国封建社会所以能够维系两千多年，创造了具有强大生命

力的东方文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形成了具有自己特定内涵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 “礼、义、仁、智、信”，其本质核心是

“仁”。以“仁”来塑造社会、教化人生，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中，“仁”既是一种道德

规范，更是一种社会理想，同时还是一种政治纲领。正是这样一种核心价值观及其在思想道德领域延伸与展开所形成的种种具体

价值范畴，使中国封建社会得以维系、变革与发展，形成了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同时我们又必须

清醒地看到，由于以“仁”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以小农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以皇权

政治为主要形式的封建社会政治关系基础之上的，因而这样一种核心价值又具有极大的历史局限性和狭隘性，对于今天我们社会

的思想道德和行为规范仍然会产生深重的消极影响。因此，对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及其所深刻影响的封建文化，我们只能批判地

传承而绝不能简单地复制。 

 

  西方国家在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自由、民主、平等”为基本内容

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是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承认与尊重。这一核心价值观，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大

批判力量。把社会进步建立在对个人的地位与价值充分尊重的基础上，这是现代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理之处，也是值得借鉴

的地方。以“个人利益至上”为核心价值观，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保护隐私、尊重人权、倡导平等等具有积极意义

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内生出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价值倾向。因此，我们既要大胆借鉴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包括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理成分，又要划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界限，防止个人主义、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等消极价值取向对我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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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主要应该包括三个基本要素：一是社会制度的性

质，二是社会形态的本质，三是社会发展的趋向。当前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根据我们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形态

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趋向来提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的规定性 

 

  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外在的表象性 

 

  记 者：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地位及要素构成分析得十分透彻，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应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包心鉴：我认为，核心价值观是一定社会的性质、本质和发展趋向的集中体现。核心价值观在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等层面的



延伸与展开，即形成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核心价值观是根本，具有内在的规定性；核心价值体系则是表现，从

属于一定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外在的表象性。比如，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礼、义、仁、智、信”，其本质核心是

“仁”。它延伸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就提出了“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这个就可以

称之为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

导，两者应该有机地统一起来。 

 

  记 者：我党通过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它具有鲜明

的现实针对性和思想引领性，是加强全社会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指针和强大动力。在高度重视和深入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进一步的提炼。您认为，我们在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应该遵循哪些

基本原则？ 

 

  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遵循的原则： 

 

  制度性、引领性、包容性、普及性 

 

  包心鉴：我认为在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制度性，即要符合社会制度的本

质。因为核心价值观本身就是社会制度的体现，不同的社会制度肯定具有不同的核心价值观。我们要从社会制度层面来构建社会

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不能仅仅局限在人们的道德和思想的层面。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会

影响着人们朝着远大的目标发展，也能构建起高尚的核心价值观。 

 

  第二个原则是引领性，即要具有价值引领作用。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发展趋向的集中体现，不能就事论事。一种进步的核心价

值观，它来自于社会又高于社会，能够引导广大社会成员向前看、往前走，能够引领和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要有前瞻性和导向性，要注重形成全社会都能遵循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导向。 

 

  记 者：包老师，您刚才说的前瞻性很重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要十分注重对广大社会成员的领引作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也许刚提出来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和认同的，但是在实践和推广的过程中，大家就慢慢认同了。这需要一个人们

接受的过程。西方社会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也同样经历了实践、推广再达到共识的过程。 

 

  包心鉴：是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民主、平等”的核心价值观，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启蒙和普及的过程，在实践中为

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巩固与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我们现在也需要类似这样能够引领社

会进步的核心价值观，虽然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是我们的价值目标和导向必须着眼长远。 

 

  第三个原则是包容性，即要立足中国国情，既要积极吸收我国传统的优秀的价值规范和标准，又要充分学习资本主义社会先

进合理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把历史、现实、西方和未来有机地统一起来。 

 

  记 者：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传统的优秀文化和当代的先进文化结合起来，把中国的先进文化和世界的先

进文化结合起来。 

 

  包心鉴：是的，这也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第四个原则是普及性，即要能为广大社会成员所自觉

接受与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要求所有社会成员能够自觉遵循的，自觉遵循的前提是它必须容易理解、熟悉和朗朗上口，

妇幼皆知。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要与普通百姓的需要结合起来，能够真正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诉求。同

时，还要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加以表达，从而成为凝聚和引领广大社会成员的巨大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述：以人为本，民主公正 

 



  记 者：那么，根据上述四条原则，您认为怎样概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较科学？ 

 

  包心鉴：我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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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为“以人为本，民主公正”比较

科学。 

 

  记 者：“以人为本、民主公正”，这一概括很有内涵。包教授，能否请您对这一核心价值观作系统深入的阐发？ 

 

  包心鉴：好的。 

 

  首先，以人为本，最本质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了系统论述。我认为，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就是

以人为本位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做了很多的论述，讲得最多的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

展。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从人的解放与发展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目标作了科学界定：社会主义就是

要建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个“联合体”。以人为主体，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

义社会之所以成为人类孜孜以求的美好社会形态，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

社会形式；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所以成为进步人类自觉遵循的科学真理，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因为这一学说是建立在以人为本这一

基点之上的；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和社会实践的根本指针，就是因为这一理论体系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 

 

  其次，以人为本，是对以神为本、以物为本以及以官（权）为本的社会形态的本质超越，是引导社会成员科学地理解

和推进社会主义的根本基点。 

 

  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以人为本，是对以神为本、以物为本以及以官（权）

为本的社会形态的本质超越，是引导社会成员科学地理解和推进社会主义的根本基点。第一，在人类社会的很长过程中，笼罩着

神本主义的神秘色彩。西方人信奉上帝，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一切由上帝主宰，人的一生就是向上帝赎罪，祈求上帝的宽恕。

在我们国家神本主义有许多表现，现实生活中仍有很大市场，比如说崇拜鬼神、相信命运，甚至打着科学和学术的旗号，把周易

演化成为一种算命。第二，物本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大影响，市场经济把价值规律体现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交

换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益物化了，甚至变成了金钱交换的关系，一切向“钱”看，极端个人主义，包括一些领导干部，

以权谋私最后走向了腐败之路。第三，权力本位、官本位严重侵入我们的政治社会生活，权力高于一切，以至产生“权力异

化”、权力对权利侵犯的现象。真正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是人本主义社会，个人价值的大小应该是以其能力的大小作为评价标准，

这叫能力本位。而在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官本位思想和体制，看一个人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有地位，主要

是看他担任什么样的领导职务、做什么样的官。这样的思想意识和政治体制对社会发展影响甚大。从以上几种社会倾向，不难得

出这样的结论：坚持以人为本具有其重大而深远的价值意义。以人为本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社

会主义发展的本质。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大张旗鼓地宣布自己是人本主义社会，是以人作为本体的。何谓以人为本？主要应包括

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是一切发展的出发点；第二，人是一切发展的依靠力量；第三，人是一切发展的终极目的。人在整个经

济社会发展中，既是出发点又是依靠力量又是终极目的。如果把这三条做好了，可以说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真正的以人为本的

社会。 

 

  再次，我们强调的以人为本，既批判性地吸收了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思想，又批判性地吸收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潮，是

源于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又高于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种社会价值观。 

 

  事实上，以人为本不仅是社会主义独有的价值品质和价值追求，而且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普遍性的价值意义。在中国古

代，有识之士很早就提出了“民为邦本”的思想，一些高明的统治阶级也曾把以人为本作为治国理政的价值理念。中国儒家学说

把人本主义推崇得也很高，曾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在中国历史上有浓厚的人本主义情怀。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文



主义思潮则更是高扬人道主义旗帜，把“人权”和“民主”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当然，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以人为本思想，

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思潮，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的人性论，只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的思想，才赋予以人为本以真正科学的并且具有可持续性的内涵。以人为本完全应该也完全可能融入社会主义的全部理

念与实践，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组成部分。 

 

  坚持以人为本，内在地要求人民民主，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标。 

 

  人在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内在地决定民主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内

容。民主是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根本手段，没有基本的民主权利和民主制度的社会保障，人的主体地位就无从

谈起，以人为本也就成了一句空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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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手段，而且同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标。什么叫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我

们这个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有的人认为民主仅仅是手段，这个认识是片面的。民主首先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它首先表现

为我们的国家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群众自治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民主既是我们国家的国

体，又是国家的政体，是国体与政体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必然的价值目标。民主是目标的同时决定了民主又是手段。所

谓手段，就是作为执政党和国家机构，必须发扬民主，允许民众来参加国家的管理，允许各种各样的声音都能得到表达。所以我

们讲民主是目标和手段的统一，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缺一不可的政治要素。 

 

  正是由于把发展现代民主作为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中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

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包括丰富内容，其本质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和制度的本质，具体体现在：其一，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地位和权利的真实实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和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根本基础；其二，广大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调动与发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拓展

和制度不断完善的主体力量；其三，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与实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进一步发展的根本价值

取向；其四，人民受惠不受惠、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是衡量道路与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是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动力。以上四点，既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根本经验，也是

将民主界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内容的最有力依据。 

 

  公正是以人为本和人民民主在公共资源分配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应有一个重要层面，这就是公正。所谓公正，是公平和正义的简称。我认为公平正义概括了社会发展

的两个层面，一是在公共资源分配方面必须坚持公平。一个社会的好坏关键看这个社会产品的分配能不能顾及到大多数社会成

员，看它是少数人得到好处还是绝大多数人得到好处，这是衡量一个社会好坏的最根本标准，也是一个社会价值取向如何的根本

标志。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好，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可以让绝大多数人都能得到好处，这就是社会资源的分配要体现公平的原则，

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二是在社会的政治领域、人与人关系的领域，必须弘扬正义。所谓弘扬正义，就是要消除各种特

权，消除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正义是很多政治家、思想家追求的价值目标。我们今天讲的正义有阶级性，和西方资本主义有所

区别，但是正义作为一种价值目标追求又有许多共同之处。随着社会主义发展，正义必然成为我们整个社会调节人与人关系、调

节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一个基本的价值目标追求。 

 

  民主公正与以人为本有机联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们可以将“公正”与“民主”并列，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项重要内容。民主，侧重于从政

治关系的层面体现和实现“以人为本”；公正，侧重于从分配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层面体现和实现“以人为本”。而无论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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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还是“公正”，都离不开“以人为本”这一本质和核心：只有充分发展民主、张扬公正，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只有真正

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权利与利益基础之上的民主与公正，才能真正成为推进社会发展、实现人的完全解放与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

和强大力量。 

 

  总之，把“以人为本、民主公正”有机融合起来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尤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既

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又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可以起到引领我们这个社会向前发展的价值导向作用。这

八个字也很好记，简单明了，利于普及。同时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不狭隘，不管是以人为本也好，还是民主公正也好，既含有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蕴含的合理化的成分，同时又吸收了历史上优秀中华文化当中有益的成分。这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

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又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有利于确保社会变革的正确方向，有利于凝聚社会进步

的主体力量，有利于实现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维系广大人民的发展共识，有利于形成判断是非的价值尺度。在“以人为

本、民主公正”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和推动下，我们全体社会成员一定会朝着美好的目标前进，把我们这个社会建设的越来越美

好，使广大社会成员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 

 

  记 者：包教授，以上您关于“以人为本、民主公正”的核心价值观的阐发很深刻，也很独到，相信作为一种重要见解，一

定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与建构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责任编辑：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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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4177865；84177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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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版权声明    京ICP备050727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