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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开放环境 、市场体制、信息社会 、多元文化、民主政治条件 下，社会人 员流动加快 ，人们 

思想活动的独立性 、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价值取向呈现 出多样性、多重性 、多变性特点。为 

了维护社会 和谐 稳 定 ，增 强 民族凝 聚 ，保证 社会 流动秩 序 ，必须 坚持 社 会 主 义核 心价值 ，实现 社会 主 

义核 心价值 体 系主导 与 多样发展 的辨证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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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 革开放 推进 下 ，我 国社会 人员 流动 加速 。多 

样 发展 加快 ，呈 现 出丰 富 多彩 、充 满 活力 、欣 欣 向荣 

的局 面 。随着改 革开放 的深化 和各 种利 益关 系 的调 

整 ，深 层次 的新 问题不 断 涌现 。特别 是竞 争机 制 的推 

动 ，使 社会人 员 流动 的价值 取 向 ，在 一定 范 围出现多 

样性 、多 重性 、多 变 性状 态 。局 部 甚 至 出现 一 定 程度 

的价值 冲 突。为 了进一 步坚 定 中 国特色社 会 主义现 

代 化建设 的前 进方 向与 基本 准则 ．党 中央及 时提 出 

了建设 社会 主义核 心价 值体 系 的战 略任务 ．为维护 

社 会稳定 ，增强 民族 凝 聚 ，推 进 中 国特 色社 会 主义现 

代 化建设 有序 、顺利 发展 提供 了坚 强有 力 的保证 。 

一

、我国社会人员流动与价值 

取向的新要求 

我 国实行改 革开放 以来 ．特别 是市 场体 制 的建 

立和社 会信息 化 的发展 ，推 进社 会人 员流 动加 速 ，使 

社会 发展加 快 ，呈 现 出充满 活力 的竞 争局 面 。 

首先 。经 济结 构 的调整 促进 社会 人员 流 动 。经 济 

结构 的调整 与变化 ，是 社会人 员 流 动的深 层原 因 。由 

产业 结构 调整 引起 的全 社会 范 围人 员 流动表现 为从 

重工 业 向第 三产 业 、电子 、信 息 等 行业 的流动 ；从 国 

有企业 向民营 、私 营企业 的流动 。城市产 业结构 调 

整 ．引起个 体在 行业 之 间横 向流 动或水平 流动 日益 

频 繁 。改革 开放 以来 。东南 沿 海地 区承接 港澳 的产 业 

结 构转 移 。内地人 员 大量 向东南 沿 海地 区流动 。进 入 

20世 纪 90年代 以后 ．东 部 经 济发 达地 区 面临产 业 

升 级 。西部发 展 战略 的实施 ，人 员也 开始 向西部 流 

动 。在所 有制 结构 上 。我 国根据 生产 力发展 的要求 ， 

确 立 了以公有 制 为主体 、多种 经济成 分共 同发展 的 

格 局 ．促 进人 员从农 村 到城 市 、从 国有 企业到 私营企 

业 的流 动 。在 经 济结构 调 整 的推动下 。中国流动人 口 

剧 增 ，东 部城 市 ，尤 其是 珠 江 三 角洲 、长江 三角 洲 地 

区的城市 ，成 为 中国流 动人 口的聚集地 ，形成 了人 口 

东部 聚集 、中部密集 、西 部稀 疏 的“三带 ”状况 。农 民 

工群 体 ．成 为 中 国产 业 工人 中人 数最大 的群体 。异地 

就业 、创业成 为 现代人 重 要 的经济 和社会 活动 。 

经济 体制 的深 刻变 革 。社 会 结构 的广泛变 动 ，利 

益格 局 的不断 调整 ．带来 了价值 观念 的深刻 变化 。人 

们 思 想 活动 的 独立 性 、选 择 性 、差 异性 明显增 强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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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 循 主导 价值发 展取 向 的同时 ．一些 偏离 甚至 违背 

社 会核 心价值方 向的价值 观念 有所 滋生 。影 响社会 

和谐 的价 值与行 为时 有发生 。以社会 主义 核心 价值 

体 系引导 不断滋 生 的多样性 价值 诉求 、价值 取 向 ．迫 

在 眉 睫 

其次 ．城镇 化发 展和管 理体 制 的变革 ，推进 城乡 

之 间和单 位之 间的人 口流 动 。改革开 放初期 ，我 国农 

村 人 口流 动主要 采取 兴办 乡镇 企业 ．就地 职业 转换 

的方式 。进 入 20世纪 90年 代 ，随着市 场化 和现代 化 

进 程 的加快 ．我 国的 城市化 水 平 明显 提高 。1982年 

至 2005年 ． 我 国 流 动 人 口 由 657万 增 至 14 735万 

人 ，23年 问增 加 了 21倍 ，流动 人 口占全 国总人 口的 

比例 由 0．64％增 至 l1．28％【l1．到 2009年 ．全 国农 村 

人 口大约 有 2．3亿进 入城 市工作 、生活 。这些 数据 说 

明 ，我 国的城镇化 道路 加快 了人 口流 动 。 

在城 乡结构发 生变 化 ．社会 组织 与管理 体制 加 

快 改革 的过 程 中 ．促 进 了 “单 位 人 ”向“社 会 人 ”的转 

变 ，加快 了社会人 员流 动 。我 国计 划 经济体 制下 。职 

工 以“单 位人 ”的身 份维 系稳 定 ．个人 流 动 和换 岗很 

少 。改革开放 以来 ．“小 而全 ”单位 式 的管理体 制逐 渐 

向专业化 管理体制 转变 ．催 生 了社 区管理模 式 的形 

成 ．农 村社 区开始 推行 村 民 自治 ，城市 社 区开始实 行 

新 的社会化 管理 ．企业 与事业 单位 的 招聘制 逐步推 

广 ，行 业之 间 、单位 之 间 、岗位之 间流 动加快 ，个人 与 

家庭 的住所 流动 、休 闲流动 、相互 交往 增多 。这些 流 

动 一方 面推 进 了新社 区 、新 城镇 的发 展 ；另 一 方面 ， 

在 流动与互 动 中 ，通过竞 争 与 比较 ，人 们逐渐 从依靠 

稳定 组织安 排的模 式 中走 出来 ，各 种 意识开 始觉 醒 。 

开 放 、自主 、自强 意识 不 断增 强 ；特别 是 许 多人 面对 

流 动 中受 益但受益 不均 、拥 有发展 机会 但机会 不 等 、 

增加 收入但 收入差 距拉 大 的现实 ．往 往各有 得失 与 

喜忧 。现实 利益 与价值 观在 经受 现实 洗礼 与冲击 之 

后 ，常 常呈现 出进 步 与 落后 、积 极 与 消极 、稳 定 与 冲 

突交 织的波 动状况 ．从 而加 大 了社 会 价值取 向的复 

杂性 ．使 社会 主义 核心价 值体 系 主导 多样价 值取 向 

面 临新 课 题  

二、社会人员流动过程中 
的价值取向矛盾 

应 当肯定 ，社会 人员 流 动是社 会 开放 的体 现 、社 

会竞 争的结果 、社会 进步 的标 志 。也应 当看 到 ，社会 

在流 动过程 中 ，总是 既充 满 活力与 生机 ，也存 在矛盾 

与 曲折 。尽管 多数人 能够 坚持 我 国社会 主义 核心价 

值 主导 ，但 难免 有些 人在 不 同场合 、不 同时间追求不 

当甚 至错误 的价 值 。分析 社会 人员 流动过 程 中价值 

取 向的矛盾 ，进 行合理 引导 与化解 。是推进 社会正 常 

流动 ，激 发社 会 活 力 与生 机 ，保 证社 会 稳定 ，促 进社 

会协 调发 展的重 要保 证 

社 会人 员流 动过 程 中 的价值 冲突 ．主要表现在 

3个方 面。第 一 ，一些 流 动群体 与个 体价值 取 向的多 

样性 与我 国社会 核 心价值 主导 性 的矛盾 。所谓价值 

取 向的多样 性 。主要 包含 两个 层次 的 内容 。一是指不 

同流动群 体与个 体 价值取 向的差异 性 。这 种差异性 

是社会 主义 市场 经济 体制 赋予 社会 主体 与个体 自主 

性与竞 争性所 形 成 的。在 开放社 会环 境 中 。在人员流 

动过程 中 ，不 仅 受地域 、单 位客 观条 件与政 策的制约 

与影 响 ．形成 了不 同类 型 的群 体 ．而 且在竞 争过程 中 

受主观 条件 与认识 的支配 ．不 同群体 获取利 益的动 

机 、取 向 、方 式不 同 ，因而 在 价值 选 择 与价 值实 现方 

式上必 定存 在差 异 ，也 就 是不 同阶层 群体 、不 同行业 

团体 、不 同职业个 体有 不 同 的价值侧 重与实 现方式 。 

二是指 少数 流动 群体 与个 体在 不 同场 合价值 取 向的 

多 重 性 。社 会 的 多 样 化 与 复 杂 性 ．人 的 差 异 性 与 个 性  

化 ．逻 辑地 包含 着社会 主体 与个体 价值取 向与实现 

方式 的多重 性 ，即有 些社 会主 体与 个体在 流动时 ，受 

功利 价 值 观 支 配 ，在 公 与 私 、真 与 假 、善 与恶 、美 与 

丑 、荣 与耻 的关 系上 ，表 现 出性质 交错 的观念与行 

为 ，具 有不 同的人 格特 征 。有些 青年 ，因为 价值观 尚 

未完全 确定 ，缺 乏社会 生 活经验 ，或 仿效 ，或 受骗 ，或 

从 众 ，表现 出诸如 价值认 知 与价 值行 为失衡 、现实公 

开场合 富有 道德 而私 下行 为缺 乏德性 、对社 会与他 

人要求 高标 准而 对 自己低 要求 的价值 多重 性 。 

对 我 国社会 流动 过程 中出现 的-bl"值取 向多样化 

现象 ．一些研 究者 进行 了描 述 与概括 。有学 者把我 国 

社 会 的价值 观概 括为 8个 方 面 ．即 “改革 开放价值 

观 、和 传统 市场 经济 相适 应 的资本 主义价值 观 、享乐 

主义 价值 观 、个人 主义 价值 观 、爱 国主 义价 值 观 、共 

产 主义 价值 观 、特殊事 业 的价值 观 和小 团体 主义价 

值 观 。 ”闭有 学 者指 出 ，我 国社会 价 值取 向的 主要 问 

题 是 ：“功利 主义 与拜 金 主义 、实用 主义与短 期行为 、 

个 人本 位主义 与 极端 利 己主义 、世 俗化与 物欲横 流、 

理 性 主义 与非 理 性 主义 。”I=3】这 些概 括 的 角度不 同 ， 

但 都反 映我 国社会 在转 型 、流 动过 程 中多 种价值观 

并 存 的事实 。这 些不 同性 质 、不 同层 次 的价 值取 向 ， 

在 社会竞 争 中以不 同方式 、不 同程度 表现 出来 ，与我 

国社会 主导价 值 取 向形 成 了一定 张力 。 

第二 ．部 分 流动群 体 与个 体价 值取 向的单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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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 国社会 核心价 值取 向全 面性 的矛 盾 。马克 思主 

义 是在批 判 了资 本 主义 社会 “物 的 依 赖性 ”、人 的异 

化 、生 产力 与生产 关 系尖 锐 矛盾 的基 础上 ，揭 示 了社 

会 主义社会必 然产 生 的规律 ．并 强调 社会 主义 社会 

是 全 面 、协 调 发 展 的 社 会 ，提 出 了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是 社 

会发展 的最 高 目标 。我 国始终 坚持 马 克思 主义关 于 

社会发 展与人 的发 展理论 。特 别是 改革 开放 以来 。根 

据社会发 展 的实 际 与需要 ．先 后提 出 了社会 主义物 

质文 明、精神 文明 、政治文 明 、社会 文 明 、生态 文 明全 

面 、协 调发 展 战略 ，强 调人 的全 面 发展 ，创 立 了科学 

发 展 观 与 社 会 主 义 和 谐 社 会 理 论 ．从 全 局 与 长 远 发  

展 的高度 。确立 了我 国社会 总体 发展 取 向。 

应 当看 到 。在 市场 经济 体制 下 ，物质利 益 的实现 

是利 益主 体发展 的前提 ，有 些社 会 主体和个 体 ，往往 

忽 视社会全 局与 长远发 展 的取 向 ．采取 流动 的方式 

追逐 物质利 益 ．把 物质 利益 作为 判 断有无 价值 以及 

价值 大小 的唯一标 准 ．导致 了物 质价 值取 向 的单 一 

性 和以物质价 值替 代其他 价 值 的倾 向。在一 些 流动 

群体 与个体 中 。之所 以出现单 一物 质 价值取 向 。是 因 

为在竞 争 中 ，物质 、科技 成果 大多数 因其有形 和 能被 

量化 、指 标化 ，并 直接 与个 体 利 益 挂 钩 ，可 以进 行直 

接 比较 ．能够显 示 出利益 上 的差距 并 可直接 感受 到 

金 钱 的作 用而受 到重 视 ，而那些 渗 透在物 质 、科技成 

果后 面 的思想道 德 ，则 因其 难 以量 化 、指标 化 和难 以 

直接 感受 到它 的作 用而 被 忽视 。这种 单一 物质 价值 

取 向 。偏离我 国社会 全 面 、协 调 与可 持续发 展要 求和 

人 的全面发 展 目标 ．不 可避 免地 会产 生利 益 矛盾与 

冲突 。同时 ，追 求单 一物 质价 值取 向的社会 主体 与个 

体 ，也 因忽视 长远 目标 与社 会 规 范 。导致 心理 困 惑 、 

精神疾 病增 多与精 神动 力不 足而 难 以获得 更大 物质 

财 富 。 

第 三 ．有 些流 动群 体与个 体 价值 取 向的 即时性 

与我 国社 会核 心价值 取 向坚定 性 的矛盾 。改革开放 

以来 ，我国制定 了“一 个 中心 ，两个 基本点 ”的基本路 

线 ，确立 了要把 我 国建 设成 为 富强 、民主 、文 明 、和谐 

的社 会主义 强 国的远大 目标 ，提 出了树立 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 的共 同理想 。充 分反 映 了我 国人 民的美好 

愿望 与价值追 求 。中 国特色 社会 主义 的坚 定方 向 ．振 

兴 中华的宏伟 目标 。越 来越 成为 鼓舞 广大 人 民推进 

现代化 建设 的动力 源泉 

但是 ，也应 当看 到 。在 当代 社会 急速 转型惰 景 

下 ，各种 性质 的不 确 定性 、不稳 定 性 因素 不 断增 加 ． 

偶 然事 件与风 险频 繁发 生 。自然 灾害 也在 增多 。这些 

难 以被人 们预 料 的情况 ，既 可以考 验 、锻炼 人们 的意 

志 与坚持 目标 的坚 定性 ．也 容易使 有些 人形成 “即时 

性 ”价值 观念 ．就是 “当下 即是 ”、当 即满 足 的行 为 。这 

种价 值取 向或 以追求 眼前 、现实 的享乐 为 目的 ，或以 

获 得感性 刺激 为满 足 ，或 以实用 主义为 特征 ，强调功 

利 、只顾 眼前 的“实 惠族 ”，“不求天 长地 久 ，只求 曾经 

拥有 ”的 “行 乐派 ”．正 是这 一价 值取 向的写照 。这些 

人淡 漠对 民族 、国家 的责 任 。缺 乏对 全局利 益与长远 

目标 的理性 思考 ．正 如西 方 马克思 主义者鲍 曼所说 

的那样 ．不 制定 长期 计划 或不 做长 远投资 ：不要 同任 

何 特定 的地 方 、人 群 、事业 有 太 紧 密 的联 系 ，甚 至不 

要 过久 地保持 自己的某 种形 象 ．以免 发现 自己不仅 

不 安定 、四处 漂泊 而且 根本 就没 有精 神支柱 。 

为 了动员 、 团结我 国各 族人 民为 实现 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 现代 化建 设 的共 同理想 而奋 斗 ，增 强民族 

凝 聚力 ．提高 国家 软实力 ，针 对我 国社会 在价值 取 向 

上 的矛盾 ．党 的十六 届六 中全 会 ，提 出了建 设社会 主 

义 核心价 值体 系 的战略 任务 。指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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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 成 社会 主义 核心价值 体系 的基 

本 内容 。”党 的 十七大 报告 深入 阐述 了建设 社会主 义 

核心 价值体 系 的 内涵 与价 值 ．强调社 会主 义核心 价 

值 体 系是社会 主 义意识 形 态 的本 质体 现 ．要求 全党 、 

全 国各族人 民共 同建 设 社 会 主义 核 心 价值 体系 ．增 

强 社会 主义意 识形 态 的吸 引力 和凝聚 力。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主导思路和方式 

所谓 价值 体 系 ．就 是一定 社会 主体 以其需求 为 

基础 ．对 主客 体之 间 的价值关 系 进行整 合而形成 的 

观念 形 态 ．集 中体 现社 会 主 体 的追 求 、理 想 、需要 和 

根本 利益 。一个 社会 的 核心价 值体 系 。是 一个社会 的 

灵 魂 与旗 帜 。是 引导 、规 范社会 多样 化和个 体特色 化 

的方 向与准 则 ．是推 进社 会与 个体 发展 的思想基 础 

与 保证 。一个 社会 如果 没有 明确 的核 心价值 体系 ，这 

个 社会 是难 以维 系 和发展 的 ．正如 西方思 想家威廉 · 

A．多诺休 所 指 出的 ．如 果 一个 社 会 没 有主 导 的价值 

观 。个人 随意 选择 接受 某个 规范 或价 值 ，随意放弃他 

不 同意 的东 西 。这对 于社会 的存 在是 颠覆性 的 ：道德 

的大杂烩 是道 德 的灾难 ，它 将破 坏 自由的美妙前 景 。 

在 现代 社会 频繁 流动 的境 遇 中 ．主体 利益 多元化 、价 

值 取 向多元 化 、道 德观 念 多样化 、精 神文化 多元化 是 

客 观事实 ，也 是重 大挑 战 。因而 要对社 会 流动群体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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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体进行必 要 的价 值整 合 ．形成 一种 为社会 流动人 

员 普遍接受 和认 同的核 心价 值观 念 ．达成一 种统一 

的、开放 的、内洽 的价值 共识 。从 而形 成 社会 流 动境 

遇 中社会成 员普遍 合理 的精 神文化 生 活秩序 。为此 ． 

要 建立多元 价值观 中 的一元共 识 ．形 成广泛 而稳 固 

的社会基础 ，也就是 说 ，以社会 主义 核 心价值 体系 为 

主 导整合多元 价值 ．主要 思路 和方 式如 下 ： 

第一 ．充分认 识 和发挥 社会 主义 核心价值 体 系 

在 社会人员 流动 中的主 导作 用 。正 确 驾驭我 国社会 

的流动 发展 、多样 化 发展 ，必 须 立 足全 局 与 长远 ，从 

整 体上把握 社会发 展 的趋 向与准则 。社 会主义 核心 

价值 体系正是 具有 明确方 向性 、整体 性 、统领性 特点 

的思想 体系 ．其 内容对我 国社 会发 展具有 坚持 正确 

方 向 、指 向 明确 目标 、提供 巨大 动力 、遵循 基 本规 范 

的主导 作用 。其 一 ，马克思 主义 是我们 党 和 国家 的根 

本 指导 思想 ．是 社会 主义 核心 价值体 系 的灵魂 和旗 

帜 。决定 着我 国社会 的性质 和方 向 ．坚 持 马克思 主义 

的指导地 位不动 摇 。用坚定 正确 的方 向 。引导社会 正 

常流动 。引领多样 价值 取 向 ，最 大限度 地形 成思想 共 

识 ，奠定快 速发 展的 思想基 础 。其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 同理想 ．体现 我 国人 民对 美好 前景 的 向往 和 

追 求 ，是凝 聚社会 、鼓 舞人 民 的伟大 目标 。我 国已经 

形 成 的经济 成分 、组 织 形式 、就 业 方 式 、利 益关 系 和 

分 配方式 的多样 化 。即流动 发展 格局 。面对 这种 多 

样 、流动发 展 的态 势 。必 须确 立一 个能 够代表 广大人 

民根本利 益 、为社 会各 个 阶层 、各族 人 民认 可 和接 

受 ，能有效 凝聚各 个方 面智 慧和力 量 的共 同理想 。从 

而 把人们 多样价值 取 向 向更 高 目标整 合 ．形 成强 大 

的感召力 和凝聚力 。其 三 ，民族精 神和 时代精 神为社 

会 发展提 供强大 动力 。 以爱 国主义为 核心 的伟大 民 

族 精神 。已经深深 地融 入我 们 的民族 意识 、民族 品 

格 、民族 气 质之 中 ，成 为各族 人 民 团结一 心 、共 同奋 

斗 的价值取 向 。以改革创 新 为核心 的 时代精神 。是 马 

克思 主义 与时俱 进 的理论 品格 、中华 民族 自强不息 

精神 与现代化 建设 实践相 结合 的伟 大成 果 ．已经深 

深渗 入我 国现代化 建设 的各个 方 面 ．成为各 族人 民 

不 断开创 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 事业新 局 面的强 大精神 

力量 。这两 种精神 实际 上是植 根 于 民族 与时 代 的全 

局精 神 、现代 精神 ，有 了这种精 神才 有 面 向社会 的发 

展 动力与竞争 力 ，才 会在 流动 中争 取 主动与成 功 。其 

四 ．社会 主义 荣辱 观为社 会发 展 与流 动提供 基本规 

范 。以“八 荣八 耻 ”为主要 内容 的社会 主义 荣辱 观 ，是 

与社会 主义市 场经 济体 制相适 应 、与社会 主 义法律 

规范相协 调 、与 中华 民族 传统 美德 相承 接 的基本规 

范的全 面概括 ．旗 帜鲜 明地 指 出了应 当坚持 和提倡 

什 么 ，反对 和抵 制 什 么 ，为 全体 社 会成 员 ，不 管在 什 

么 场合 、时问 、岗位 ，进行 行 为 得 失判 断 和价 值取 向 

选 择 ，提供 了基 本 的 准则 ，是 推 进 社会 有 序流 动 ，维 

护社 会稳 定发展 的坚强保 证 。总之 。社会 主义核心价 

值 体 系 4个 方 面 的 内容 是一 个 有 机统 一 的整 体 ．既 

体 现 了社 会与个 体 发展 的无 限潜 能与活力 ．也 明确 

了社 会 与个体发 展所 应遵 循 的方 向与规 范。因此 ，必 

须 充分认 识和发 挥 它在社 会人 员 流动 、社 会发展过 

程 中的 主导作用 。 

第二 ．切实 把社 会 主义 核心价 值体 系转化为流 

动人员 的 自觉追 求 。马克 思 曾经说 过 ：“历史 不过是 

追求着 自己 目的的人 的活 动而 已。” 在市 场经济体 

制 和社会 主 义 民主 政 治条 件 下 ．人们 的行动 、活 动 、 

流动 有 了 自主权 ，人 们 向往 什 么 、追 求什 么 、选择 什 

么 。也 有 自由性 。但是 。这 种 自主权 与 自由性 ．在一定 

社会条 件下 ，都不 是 随心所 欲 、毫无制 约的 。人 都是 

社会 的人 、现 实 的人 ，“我们 不是从 人们 所说 的、所想 

象 的、所设想 的东 西 出发 。也不是 从 只存 在 于 口头上 

所说 的 、思考 出来 的 、想象 出来 的 、设 想 出来 的人 出 

发 ．去 理解真 正 的人 ．我 们 的 出发 点是从 事实 际活动 

的人 。 ”[51只有 从现 实 出发 ．从 人 们 的多 样性 价值 取 

向 出发 ，研究 价值 观念 及其 实现方 式 的发展变化 ，才 

能正确 把握价 值 主导 与价值 多样 的辩证关 系 。应 当 

看 到 ，社 会群 体与个 体 是千 差万别 的 ，不 仅主 观条 件 

有 差异 ，而且 在流 动过 程 中所受 客观影 响不一样 ，如 

果 仅仅凭 借 自己的经验 、限于 自身利益 进行价值 取 

向与行 为方式 选择 。可 能脱 离实 际 。甚 至背离社会 主 

义 核心 价值体 系 。应 当看 到 。在激 烈 的社 会竞争 中 ， 

在 错误 价值观 念支 配下 ．可 能使社 会卷 入物质 主义 、 

享 乐主义 的恶 浪 ，人驾 驭不 了商 品 、金 钱的 冲击 而成 

为它 的奴 隶 ，追逐 本 能 ，寻 求 感 官刺 激 ，满 足非理 性 

快 感 。情 感冷 漠残 忍 。为此 。必须 引导人 们在 流动发 

展 、获 取利 益过 程 中 ，坚 守社 会 主义 核心 价值 体 系 ， 

超 越 自身 经验 与个 人利 益 的局 限 ．掌握选 择价值 取 

向与行 为方式 的理 论根 据 与基本 准则 ．把个人 与社 

会 、时代 结合起 来 ，“把政 治 理想 、道德理 想与事业 理 

想 ，把德 性与智 能 ，把物 质利 益 和精神 动力有机 结合 

起 来 ，形 成全 面结合 的 目标 体系 、行为规 范和价值 取 

向。”旧 

第三 。切实 按社 会 主义 荣辱观 规范 流动行 为。用 

社会 主义 核心 价值 体 系开展 教育 、进行 引导是必 要 

的 。但 这并 不 能保证 每个 人 在流动 过程 中 。特别 是在 

缺 乏管理 与监 督 的情况 下 ．都能 自觉坚 持社会 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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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价值体 系 主 导 ．也 不 是 强求 每个 人 追求 唯一 价 

值 ，这是 因为 。丰富多 彩 的社会 生 活和各 具特 色 的社 

会个 体 ，具 有无 限 的潜 能 与活 力 ，其 价值 观念 与实 际 

取 向。必 然存在 差异性 与 多样性 。这 种 多样性 表现 为 

个 体价值 追求 的具体 性 、分散 性 与实现 方式 的特 殊 

性 ．全社会 不可 能在 价值 取 向与价 值实 现方 式上 完 

全 同一 。但 是 ，民族 要凝 聚 ，国家要 发 展 ，社 会 要 和 

谐 ．不可能让 社会 成员 各循 其道 、各遵 其 规 。对 背离 

社会 主义核 心价值 体 系主导 。突 破社会 主 义法 制 、道 

德规 范的错 误行 为 ．就 要按 社会 主义 荣辱 观进 行规 

范和处 理 。违反法 纪 的要追究 ，无耻 行 为要坚 决制 

止 。这是 保证 社会稳 定 与健康 发展 的必 要举 措 。如果 

让 违法乱 纪 、缺德无 耻行 为放 肆妄 为 ，必 定使 社会 人 

员 流动受 阻 ，社 会稳 定受 挫 ，社 会发 展受 损 。因此 ，社 

会 各个领域 、各个 单 位 ，要 按照 社会 主义 荣辱 观 的原 

则 规范 ，结 合具体 实 际 ，把应 当坚持 什么 、倡导 什 么 ， 

抵 制什么 、反对什 么 ，惩 罚什 么 、追究 什 么具体 化 ，把 

社会 主义 核 心价 值体 系 融 人 到人 们 的实 际工 作 、社 

会交往 与生 活之 中去 。帮助人 们具 体把 握 荣与辱 、德 

与耻 的 向度 和 区别 ． 自觉履 行社 会 主义法 纪 与道德 

职责 ．抵 制或 反对违 法乱 纪 、缺德 无耻 行 为 。 

当然 ．社 会流 动人 员集 中地 区的价值共 识决不 

是 自发形 成 的 。它 需要 各种 文化 主体 的积极参 与 和 

引 导 ．需 要 对不 同思 想意 识 、价值 取 向进 行 合理 、有 

效 的整合 ．这 一过程 必 然是 一个 不 同思 想意识 、价值 

取 向相互碰 撞 、相互 融合 的过程 。 因此 ，形成 价值共 

识 ．建 立广 泛而 稳 固的精 神 堤坝 ，必将 是一个社 会主 

义 核 心价值 体 系主导 下 。各种 价值 冲 突、各种精 神张 

力 逐渐 消解 和共 同价 值 理想逐 渐形 成 的实现过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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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Appeal，Conflicts and Direction of Social 

M obility of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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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conditions，along with an open environment，market system， 

information age and muhicuhuralism，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are more mobile，and people’S mental activities 

exhibit more independence，greater differences in choices．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exhibited more variety． 

multiplicity and changeability．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enhance national cohesion and ensure the orderly flow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mbers，we must stick to the core value system of socialism and realize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varied development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playing the leading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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