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我国现代人才诚信体系建设的构建与发展 

文/曾 晶 

   一、建立诚信体系环境的条件 
   (一)社会条件 
   诚信为本作为一个道德理念和基本的行为准则,应当无庸置疑,但现实中与之背道而驰的现象
却屡有发生。从目前的社会大环境看,社会诚信危机侵蚀着现代人才的思想观念,放眼现实生活,不
诚信现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普遍存在,而且高发与泛化。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制假贩假、坑
蒙拐骗；政治领域的腐败；职业生活领域对敬业精神和诚实劳动的“贬值”；个人生活领域中,人
际交往间的互不信,以及由此出现的社会上各类虚假不诚信现象的泛滥,强烈地预示着我们已濒临诚
信严重缺失的社会诚信危机。况且,国家法制尚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严
重,社会还不能对诚信缺失现象给予有力的惩处。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受到污染和侵害,使得高校一些
学生从负面总结这种不讲信用的现象,得出“如果我不那样做就无法在社会上生存和竞争,因为其他
的人都那样做”,“讲诚信未必能成功,不讲诚信未必就失败”的结论，导致“逆向选择”。如果每
一个人都坚持这种想法,那么不需要过多久,有些诚实守信的人也可能变坏,这个社会也可能自我毁
灭掉了。 
   因此,必须从利益导向、利益机制这个基点出发，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诚信”进步的突
出标志是法治化。法治是诚信的制度化和普遍化的社会形式。法治的追求目标之一就是诚信的普遍
化。诚信是法治的本质。不仅因为法治具有保障、促进和维护诚信的要求,而且也因为只有诚信才
能建立起法治,由此才能建立和谐社会。 
   (二)家庭条件 
   目前国内关于家庭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自然变量和家长教育方式上，如家庭结构、家
庭类型、父母教养方式等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对于家庭诚信道德教育还缺乏有效的探
索。现代人才是在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及发展结果受到各种直接或间接、外显或内
隐的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些环境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 
   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存
在,需要家庭道德的伦理规范，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家庭作为
“道德文化的植入者”，父母的诚信品质和诚信教育意识,往往对其子女的诚信品质影响甚大。家
长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诚信教育有很重要的作用。不少家庭没有承担起对子女指导与监督的任务,
有的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公关”,让孩子耳闻目睹,亲自接受弄虚作假行为的洗礼,使得孩子多年来
所受的正面诚信教育毁于一旦。由此可见,父母对孩子长时间的消极影响,不仅是耽误了后代,甚至
还危害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良好的家庭环境是青少年诚信品质生长的沃土。 
   (三)学校条件 
   学校是学生成长的重要场所,校园诚信环境对学生的发展和学习具有广泛影响。教育者的教育
理念也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校环境之一。 
   高校教育在现代人才的诚信教育中担当着极其重要的任务。而不少教师往往只注重传授文化
知识,技能,而忽略道德教育,尤其是对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方面观念淡薄。我们在学校见识到许多
不诚实行为。如:许多外国教师都说作弊在中国很常见，所以,一些国际性的学校专门针对中国学生
制定了严厉的规章制度。我们经常看到在校园里张贴提供替考服务的广告,可能学生们从作弊中尝
到了许多甜头。当有些学生由于不诚信将要受到处罚时,一些老师竟然对他们表示同情、甚至为他
们说情、辩护。还有一些教师或忙科研或忙兼职,对教学工作敷衍了事,监考也不认真负责,甚至接
受学生贿赂提高考试评分等等,这都违背了诚信的基本准则,在学生中造成不良影响,以至于考试舞
弊、拖欠贷款、毕业求职虚假简历等现象在很多现代人才眼中根本不算难为情的事,这在一定程度
上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诚信意识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高校虽然努力开展德育工作,但实效
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如：怎样更好地通过直接的思想交流环节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怎样将现
代人才品德养成教育融入校园文化活动,在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和文体素质的同时,提高其思想道德
素质；怎样更合理、更有效地制定诚信品德养成教育工作的情景设置和追求目标等。 
   二、建立诚信体系环境的措施 
   (一)法制教肓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要有关诚信、信用的正确利益导向和利益机制确实在逐步地建
立、逐步地完善,再加上切实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观念一定会不断提



 

高。 
   要培养现代人才树立诚信意识,仅仅从伦理层面来谈论诚信教育是远远不够的,既要激发现代
人才内在自律意识,更重要的是要靠法律、靠制度进行“他律”。因此，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是实
现现代人才诚信教育目标的可靠保障,我们应该从依法治国的高度,进一步明确诚信在我国整个法律
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从立法、执法、守法、司法、法律监督的不同环节，从宪法到民法、经济
法、刑法等不同法律部门,全面加强和完善诚实守信的法律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尽快建立在个人信
用体系基础上的包括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经济信用、行政信用、司法信用等在内的不
同类别、不同领域的规范的社会信用体系。只有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中,规范现代人才
诚信行为的具体法制规范,也才能尽快健全和完善、并真正在实践中收到良好的效果。当然我们不
可能完全清除不诚实的行为,但我们可以维护大体诚实而正直的社会。如,在丹麦不讲诚信便没有办
法做人,更没有办法做事。 
   (二)舆论宣传 
   诚信教育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要求以实现现代人才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尊重现代人才的主
体地位，维护现代人才的根本利益,为现代人才健康成长服务。要求促进现代人才思想政治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全面发展,把现代人才培养成为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舆论是公众道德选择的引导者,是人们道德实践的评价者,是全面道德行为的监督者。舆论在
道德建设中的这种引导、评价、监督作用,使它在强化诚信教育上扮演着特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
要充分发挥各种宣传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强诚信道德的宣传教育,倡导诚实守信，使人们懂得诚
信的价值。另一方面,要加大媒体的公开曝光力度。利用社会舆论使不守信者名誉扫地，迫使他为
自己的失信行为付出巨大的代价。向人们昭示,社会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赞许什么,反对什么,让他
人懂得弄虚作假行为即使暂时得利,但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在全社会形成守信者光荣,失信者可耻的
良好环境。 
   (三)家庭塑造 
   提高家长的道德意识,发挥家长对孩子的监护和指导作用。家庭土壤环境对学生具有基础性和
长期性的影响,家长应充分发挥自身言行对子女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作为家长,要严格要求自
己,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培养正确的家庭诚信教育观和意识,学习科学的教育方法,教会孩子做人的
要领，注重给孩子树立诚信的榜样,始终谨慎地呵护和培养孩子健康成长的土壤。 
   家庭是诚信培养的重要基地。应利用亲情和榜样的力量,教育孩子以诚为学，以诚待人。在时
下浮躁之风盛行的时候,应教育孩子读书、做人,以诚为先,老老实实,勤奋踏实,不管是顺境,还是逆
境,不管是风和日丽，还是电闪雷鸣，都不浮躁，惊慌,潜心向学；不以小得而自喜自足,不怕更新
而故步自封。今天,我们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以诚待人,真诚合作,同舟共济,更显重要。有的学
问或工作,可以靠个人的沉思默想或体悟,但更多的是大兵团式、立体式的会战。因此,与人共事就
成为现代学生的一项重要的人生本领和人生素质。王选院士曾说过，中国人有不少是以打麻将的态
度行事：盯上家、防下家、打对家,都是对手,没有一家可以协作的。家庭教育是人生的第一站,应
教育孩子以诚待人、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切磋砥砺、双赢发展。一个能具有以诚为学,以诚待人
品质的公民,才是成功的家庭教育的成果。应该牢记:诚实从自身做起。  
   (四)校园文化熏陶 
   高等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这是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中华民族的
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要牢固树立“学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的思想。优化
学校道德环境，为学校德育发展提供有利时空。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帮助现代人才养成良好的
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深入进行基本素质教育，促进现代人才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
素质协调发展。 
   依托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育人环境。校园文化是一个学校的师生群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
的行为风尚，是师生思想、道德、纪律、作风、精神的综合反应和外在表现，它同化着学生的精神
风貌和态度情趣，影响学生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有助于学生诚
信精神、诚信人格的塑造。所以，教职工首先应加强职业道德规范的学习，按要求规范自己的行
为，不仅用自己的学识、能力教人，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诚信道德育人，自觉接受学生的监督，用
良好的道德形象取信于学生。其次，准确的把握学生的文化热情，组织形式多样的以诚信为主题的
校园文化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娱乐活动，把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有机结合起来，
寓诚信教育于知识性、趣味性的活动之中，吸引学生，调动学生的活力，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和创造性。最后，建立严格的诚信道德约束机制，使学校德育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现实，
通过规范规章制度的强制性和导向性，促进学生良好“诚信”的形成，最终达到入脑、入心、入
情、入理的道德教育绩效。 
   青春期既是人生最重要的发展期，也是人生最为脆弱和危险的时期。现代人才的生理成熟与
心理成熟滞后、生理心理需求与现实、心理生理发展与社会环境教育往往会产生矛盾，从而使现代
人才难以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导致产生心理健康问题。因此，还要做好现代人才的心理健康教

 



育，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处理好学习成才、健康生活等方面的具体问题。由于现代人才的认识水
平、辨析能力等方面都不成熟，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应该培养他们的道德判断和选择能力，培养
他们的道德主体。 
   现代人才诚信教育环境建设研究的价值在于探索其影响因素、形成条件和构建措施，以增强
有利因素，降低风险因素，优化成长环境。诚信教育环境是一个较长的塑造过程，社会、家庭、学
校应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发挥各自的优势，才能形成“三位一体”的有效的诚信教育体系（作者
单位：湖南商学院） 

相关链接    

 

信息不对称与企业财务安全分析  
会计信息失真原因及其对策的探究  
论我国现代人才诚信体系建设的构建与发展  
当前非赢利性单位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建议  
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企业失信问题探析  
信用证欺诈例外与银行的拒付权  
诚信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基石  
论生产领域的信用伦理

本网站为集团经济研究杂志社唯一网站，所刊登的集团经济研究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集团经济研究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甲1号1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015547/ 65015546 

制作单位：集团经济研究网络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