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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心鉴包心鉴包心鉴包心鉴：：：：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统一改革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统一改革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统一改革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统一改革认识识识识 

 以人为本、民主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对社会成员正当利益的根本维护与促进。用

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疏导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心理，把人们的利益诉求同社会变

革与进步有机地统一起来、融合起来，是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和加强公民思想道德

建设的一项长期而现实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全部历史进程中，以人为本与民主公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以人为本，

是引导社会成员科学地理解和推进社会主义的根本基点。民主公正，是对专制政治和社会差

异的本质超越，是体现社会主义以人为本本质的最基本方面，是梳理社会成员利益诉求、增

进社会成员价值共识、消解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从而使现实社会保持正确方向和

稳定发展的关键。在我国现阶段，坚持用以人为本、民主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和加

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尤其需要突出地完成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在以人为本、民主公正的基点上增进人们对改革发展的共识。在改革开放已进展

30 多年后的今天，如何引导人们科学地认识改革开放历史进程，进一步凝聚广大社会成员

对改革发展的共识，成为思想道德领域建设的一个重大任务。对于党和政府的改革决策和发

展措施，人们的认识不尽一致，甚至大相径庭，许多思想认识问题由此而滋生，继而引发一

些群体性突发事件，上世纪 80年代那种对改革发展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参与现象，似乎很难

再出现了。对这种现象，我们需要从以人为本、民主公正的高度加以深入分析和正确疏导。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打破“大锅饭”、“铁饭碗”，改革高度集权

的管理体制，赋予人民群众以更多的自主权。这样的改革，一方面使长期受压抑的社会生产

力获得了空前解放，极大地调动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同时改革也给人们带来了显著的实际

利益，因此人们对改革由衷拥护、充满信心；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尚未触及某些根本性的体

制和制度，因而诸多深层矛盾和问题没有明显暴露出来，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度较小，人们对

这样的改革充满信心、寄予厚望。这两方面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心齐气盛的改革舆论氛围

和认识氛围。上世纪 90年代以来，尽管各项改革在 80年代基础上长足发展，人们从改革中

得到的实惠也比 80年代显著增加，然而由于改革进入全面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制度新

体制阶段，改革触及了许多过去未曾暴露的体制和制度中的深层矛盾，这就使得改革进程显

得艰难和沉重起来，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度也相对增大起来。由于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值很高，

而相对地对改革代价的心理承受力准备不足，这就势必滋生一种对深化改革的隔膜心理、忧

虑情绪乃至怀疑态度。这样一种社会心态，不仅直接涉及对各项改革的信心和认同，而且直

接影响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怀疑我们的改革是否坚持社会

主义，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给人民带来共同富裕，以至把我们的改革等同于民主社会

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如此种种思想认识问题乃至社会思潮，都无不与当前改革面临的深层

考验有着密切联系。这就要求，一方面，各级党委、政府在制定与出台各项改革和发展的决

策、政策的时候，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定不移地坚持以人民利益标准检验、衡量各项

政策和各项工作，努力使广大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带来

的民主公正的效益。另一方面，要正视我们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引导人们历史地、唯物地、

辩证地认清矛盾和问题的深层原因，坚定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化解矛盾的信心。只有这

样，广大公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党的信任才能有坚实的思想基础，才能转化为共同推进

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假如不是这样，而是回避矛盾、粉饰太平，脱离人民

群众的实际利益抽象地讲一些改革开放大道理，那么就很难化解人们心中的疑虑，激发起对

改革发展的认同和热情。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第二，在以人为本、民主公正的基点上梳理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期待。追求公平和平等，既

是人性的一般要求，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公平是一个历史过程。由于我国还处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当前我们仍面临着运用市场机制提高生产力水平这样一个最迫切的

任务，加之由于等级制度和观念的深重影响，社会发展在公平机制及其实际效果方面还存在

不少问题，还很难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完全统一。在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时候，会出

现不平等竞争现象；在运用多种方式分配社会财富的时候，会出现某种利益差别甚至利益分

化；尤其是，国家公共权力被少数人利用参与经济活动，会直接破坏经济领域的公平竞争，

产生以权谋私腐败现象。如此等等，都是在现阶段所很难完全避免的。当人们对社会公平的

期待和追求与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公平现象产生重大反差的时候，人们原先美好的理想信念就

有可能动摇，产生严重的不平衡心理和失落感，这就有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导

致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和信任危机，这是当前某些领域认识问题增多、社会思潮加剧乃至群

体性突发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和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

设，一个迫切任务就是必须正视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公平现象所带来的社会成员的心理失

落和认识反差，帮助人们确立科学的社会公平观，激励人们为实现社会公平而努力奋斗。要

使人们懂得：社会公平是一种伟大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发展就是要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向着这一目标迈进；社会公平又是一种艰难的发展过程，需要长期奋斗

才能完全实现。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当运用市场机制打破平均主义、追求最大效率的时

候，有可能对社会公平机制造成破坏，产生某种不公平现象，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

而是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社会主义制度最终要消灭任何不公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把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公平的优势与市场运作机制追求最大效率的优

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这既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又是我们的现实任务。 

 

  第三，在以人为本、民主公正的基点上引导人们对切身利益的关注。一定的思想认识问

题乃至社会思潮总是同一定的利益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处于不同利益关系中的人，会产生不

同的思想认识问题；对某些利益的共同诉求，有可能酿成某种社会思潮甚至群体性突发事件。

国企改革中的产业工人，特别是下岗工人，有可能对改革的前途产生忧虑；失地农民和某些

困难群体，有可能对党和政府产生信任动摇；在各种思想文化碰撞中的青少年，对社会的认

识和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有可能产生困惑和扭曲；经受着权力和物质考验的国家公务人员，有

可能丧失远大理想，甚至腐化堕落。如此种种，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社会逐步

“物化”状态下所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当前社会成员所反映出的思想认识问题，概括起来无

非是两点，一是民生，二是民主。民生与民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

也是对执政党和各级政府的最大考验。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和加

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必须正视人们所关注的切身利益，尤其要关注民生和民主，在

确保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同时，把社会成员的利益期待引导到正确的价值目标和认

识视野中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要使人们懂得，对个人利益的

关注和追求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必须把个人利益放到全局范围内加以考虑和对待，脱离全局

的个人利益追求，有可能走入歧途；在当前经济社会深度转型阶段，社会利益格局正处于分

化、调整时期，衡量社会是否进步，归根到底要看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

于人们根本利益的增长，而不能仅仅看某些局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是否得到满足；由于旧体

制的影响，由于新旧体制的转换，某些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受到损害，这不是改革的过错，

而恰恰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理顺体制才能够得到根本解决。以人为本、民主公正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对社会成员正当利益的根本维护与促进。用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

益观疏导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心理，把人们的利益诉求同社会变革与进步有机地统一起来、

融合起来，是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和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一项长期而现实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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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