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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和重大部署。加强诚信道

德体系的建设，则是具体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所谓的“诚信道德平台”，并非仅指诚信道德原则本身，而是指以诚信道德原则为基础和核心

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为其服务的道德体系。我们之所以把这种诚信道德体系称为“平

台”，主要是试图对它的这一基本特征和功能进行形象的描述：它是一个承载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经济活动和人际交往的基础性的完整的道德空间，脱离了这个道德空间或者这个空间不完

整，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诚信危机”。  

    诚信道德平台的特征和功能  

    我们所指的诚信道德平台应当具备以下基本特征：完整性，即诚信道德平台不只是诚实、信用

等几个片面的道德原则的简单相加，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发展所需要的道德体系的整合，是

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其运转也不只是限于某些地域、某些领域，而是渗透于整个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活动中去；具体性，即诚信道德平台所包含的道德规范，不是抽象的道德教条，而是一系

列具体的道德原则，它应该成为每个公民，每个“经济人”内在的道德信念和外在的行为准则，并

在实践中具体体现出来；稳固性，即诚信道德平台相对于它的对立面而言，应当具有相当的稳固

性，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诚信道德平台是坚固的，在实践中经受得住任何破坏力量的冲击乃至

攻击，而且有着强大的力量予以反击。  

    就目标而言，诚信道德平台应当具备以下功能：  

    基础性道德托举功能。一方面，作为一种规范的道德体系，诚信道德平台是我们正大力倡导并

积极建设的社会信用体制的道德基础。另一方面，从更深广意义上讲，诚信道德平台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支持性动力功能。诚信道德平台不是一套孤立、静止的道德体系，它的功能和存在价值是有赖

于它的有效运转来体现的。作为一项基础性工程，诚信道德平台的运转将给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高效地发展。具体而言，诚信道德平台的

动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为市场经济活动提供价值导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与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为其价值

导向。诚信道德平台在本质上体现了以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理想，

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基本价值取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起到价值导向的作用。  

    其二，在道德层面上维护市场活动的有序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运行机制上说是一种信用经

济、契约经济，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从一般的商品买卖到资本的市场运作，无不体现着诚实信用。

当我们建立起诚信道德平台，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为人们所普遍遵守和自觉维护时，市场经济

的运行才能够真正获得其应当具备的道德机制，从而获得道德上的有序性。  

    其三，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在当前社会转轨的过程中，不单是经济关系，人际关系也面

临着道德失范的严重问题，社会上道德败坏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不但对我们的社会思想文化建设十

分不利，而且也将从根本上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从而不利于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当我们构筑起诚信道德平台，人们将这一道德体系作为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和外在的行

为准则时，人们的社会交往将会自觉地在诚信道德平台上进行，诚信道德平台作为整体性的道德规

范将对人们的各种利益矛盾起着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从而使人与人之间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诚信道德平台的构筑  

    当前，我们应抓住全社会进行公民道德建设的大好时机，大力开展诚信道德教育和诚信道德实

践，有效地推进诚信道德建设。如果从道德体系本身的构成情况来看，诚信道德平台的构筑可从以

下三个层面着眼：  

    第一个层面，是针对公民个体的诚信道德建设。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社会的公德也内敛于个

体之中，公民个体的道德水平高低，决定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因此，针对公民个体的诚信道

德建设，是诚信道德平台建设的基础性工程。目标是：让诚信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内敛为每个公民

内在的道德信念，并自觉地将其作为外在的行为准则，在实践中体现出来。当然，这个基础性工程

是十分浩大的，尤其是，公民个体的差异较大，因而建设工作的复杂性就越高，难度也越大。  

    第二个层面，是把诚信道德平台贯穿到家庭道德、职业道德中去。这一层面是中间性的层面，

也是关键性的层面。家庭道德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职业道德涵盖了从业人员与服

务对象、职业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是我们经济生活和社会交流中的主要关

系，通过这一层面的建设，使人们把这一系列的交往关系纳入到诚信道德平台中去。  

    第三个层面，是社会公德的层面。在这一层面要着力倡导诚信道德观念，将诚信道德平台融入

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这是诚信道德平台建设的上层目标。共产党员和领导

干部更应该率先垂范，使诚信道德观对社会公众更具有感召力和亲和力。  

    总之，诚信道德平台的构筑不可能会一蹴而就，它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不仅如此，它还是一项

需要全社会广泛动员、共同参与的巨大工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项工程的建设者和建设的对象。

另外，诚信道德平台的构筑亦不能独立地进行，它尤其需要与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制建设紧密结合、

互动发展。  

（作者系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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