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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实效性研究》

前言

　　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体现，是促进人生和谐的生命主旋，是找寻幸福生活的心灵罗盘。每个时
代的人们为了实现理想中的道德生活都在孜孜以求地实践着、探索着和研究着。对于当代中国而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急剧变化着的经济生活对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所
形成的冲击与震荡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也在不断拷问着人们的道德信念、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可以
说，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道德建设任务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也更加艰巨。从1996年召开的十
四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到2001年9
月20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我们国家对公民的道德建设倾注了巨大的力量，就道德建
设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实施办法，使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事业不断迈上有章可循、全民参与
、追求实效的发展道路。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社会目前的道德建设整体状况与社会发展的
实际要求和人民生活的道德愿望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很多官方和民间的调查机构所开展的社
会道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当前社会的道德状况的认可度还不高，社情民意中对社会道德现实
的评价还较低。这种状况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人们道德诉求的提高而使道德理想与道德现实之间所存
在的落差在不断加大的客观原因所致，也与我们在道德建设过程中所秉持的理念和所采取的方式方法
没有能够很好地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主观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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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实效性研究》在对道德建设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当代中国
道德建设现实情况的审视和反思，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给出了提升道德建设实效性的可能答案。在
对已有的道德建设原则进行梳理与整合的基础上，凝练出了增强道德建设实效性应该恪守的四个基本
原则；提出了提高道德建设实效性应该采取的八个主要对策；对道德建设的三大基本路径也作出了新
的思考。研究旨在为现实社会的道德建设提供积极的方法论参考，为推进社会整体的道德建设状况探
求有效的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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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道德能否建设　　（一）道德的内容与存在形式决定着道德的可建设性　　（二）道德的
实践精神本质决定着道德的可建设性　　二 何谓道德建设　　（一）道德建设的科学内涵　　（二）
道德建设的基本要素　　三 道德怎样建设　　（一）从“实然”到“应然”，从“应当”到“正当”
　　　（二）继承？创新？发展　　四 何谓道德建设的实效性　　（一）何谓实效性？　　（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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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困境与原因：“工具”还是“目的”？　　（三）现实与未来：“适应”还是“超越
”？　　二 对我国道德建设现实效果的评价　　（一）“投入”与“产出”的严重失衡　　（二）对
社会行为的解说乏力，对精神世界的导引滞后　　三 对我国道德建设低效原因的探究　　（一）在道
德建设目标设定上缺乏梯次性　　（二）在道德建设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政治化、形式化倾向　　　　
第四章 提高我国道德建设实效性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一 物质基础原则　　（一）道德与利益关系
辩证　　（二）物质生活对道德建设实效的制约　　二 实践至上原则　　（一）行胜于言：道德建设
实效性的本真　　（二）知行统一：全面而深入的道德实践　　三 教育人本原则　　（一）以人为本
的道德教育　　（二）“自我”与“忘我”的和谐统　　四 制度正义原则　　（一）制度正义是道德
建设走向实效的首要前提　　（二）制度优化是道德建设走向实效的切实保障　　　　第五章 提高我
国道德建设实效性的主要对策　　一 发展经济：夯实道德建设的物质基础　　（一）经济发展与道德
建设　　（二）道德“资本”与道德“人本”　　二 革新教育：焕发道德主体的德行自觉　　（一）
建构“主体一发展性”德育　　（二）培养健全的道德人格　　（三）突出道德体验的核心地位　　
三 强化实践：完善道德建设的全员参与机制　　（一）有效开展全民道德实践活动　　（二）加强城
市社区和农村的道德建设　　四 完善规范：为道德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一）加强伦理制度建设　
　（二）实现“德”、“法”之间的有机衔接　　（三）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五 突出重点：加
强核心群体的道德建设　　（一）加强官员道德建设　　（二）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　　（三）加强
青少年道德建设　　六 优化风习：传承道德文明的优秀成果　　（一）风习与道德建设　　（二）让
教化回归公民的现实生活　　（三）弘扬“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七 舆论引导：营造道德建设的
人文环境　　（一）“道德场”与道德建设　　（二）为道德建设营造积极的人文环境　　八 充分发
挥非政府组织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一）非政府组织与道德建设的关系　　（二）培育公民的伦
理精神，提高公民的道德自治水平　　（三）有效整合道德资源，促进社会道德进步　　　　第六章 
提高我国道德建设实效性的着力点　　一 提高家庭道德建设的实效性　　（一）实现传统“孝”文化
的现代转型　　（二）实现“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的有机结合　　二 提高职业道德建设的实效
性　　（一）努力培养敬业精神，提高职业道德水准　　（二）将职业道德操守引入绩效考察机制　
　三 提高社会公德建设的实效性　　（一）培育科学的公德精神　　（二）健全公共生活领域内的道
德赏罚机制　　　　第七章 对国外道德建设经验的借鉴　　一 行动哲学：新加坡道德建设取得实效
的科学指南　　（一）弘扬传统、兼容并蓄的道德文化　　（二）制度先行、人格感召的道德实践　
　二 企业集团主义：日本道德建设的推进器　　（一）对儒家思想的自我建构　　（二）实现国家主
义与自由主义的契合　　三 自由与公正：美国道德建设的核心原则　　（一）对人权的充分尊重与保
障　　（二）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与追求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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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提高道德建设实效性：我国道德　　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
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顺利实现第三
步战略目标，必须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
国，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
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
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道德建设在我国尽管已经走过
了一段曲折而漫长的历程，然而就现实社会而言，人们对道德现状的失落感和期望值之间的差距却越
来越大，对道德的呼唤正在成为当代社会的最强音，提高道德建设实效性已经成为民众的共同愿望和
加快我国两个文明建设的迫切要求。社会发展只有建立在道德建设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得到实现，而道
德建设决不能停留在形式主义和政治附庸的状态上，必须追求实效。这种“实效”不能靠单纯的物质
积累来衡量，也不能靠纯粹超越的精神力量来维持，只有按照社会进步与成员对精神自我的自由掌握
相统一的方法来判断。道德建设实效性的产生与社会良性发展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内在关联性，提
高道德建设实效性是我国道德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首先，提高道德建设实效性是道德建
设自身的内在逻辑诉求。道德不能仅仅停留于变幻不定的“观念”形态，而只有当它对人的行为产生
出积极的导向和规约作用时才能找到自身存在的根据和意义。追求道德建设的实效性，正是支撑道德
存在和发展的着力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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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活的本质在于“道德和生活”，而道德生活的本质，则在于通过对自觉自我之支配，实现对现
实自我之超越。道德是人之为人的充分体现，是找寻幸福的心灵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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