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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 ：“‘价值’这个普遍的

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

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价值理论的重

要体现，是基于我们党建党近百年尤其

是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我国社会价值

观念变迁基础上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文化软实力的

核心内容，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提出和凝练经历了一个不断认识

和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初步探索

（1949—197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共产

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在改

革开放前 30 年，我们党虽未明确提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大命

题，但在其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目标和

价值理念中，却已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思想。

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

想。1951 年 2 月，中央发出《中央关

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的通知》，规定

“各级党委宣传部的首要职能是领导或

推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

传”。中国共产党打造多元化学习平台，

充分利用广播电台讲座等方式。通过对

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帮助

人民群众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

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

人民服务的正确价值观，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建设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初步开拓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始，就以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早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

“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

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

会去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用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党员干

部，强调“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

路”。我们党从实际出发，提出一系列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毛

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丰富发展

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培育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该

时期我们党注重体现社会主义思想道德

王海军

【摘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

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情况。

对此，我们要加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提炼与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精

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不断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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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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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策划

准则“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培

育。“五反”运动就是“在资本家中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传递社会主义价值

理念。抗美援朝使爱国主义精神空前高

涨，1952 年 12 月，《人民日报》报道

黄继光英雄事迹，“他已经成为志愿军

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

一面新的旗帜”。当时涌现出邱少云、

雷锋、黄继光、王进喜、焦裕禄、陈永

贵等英雄模范和“南京路上好八连”等

英雄群体，展现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

有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精神”、不怕

困难的“铁人精神”、勇于攀登的“两

弹一星”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雷锋精神”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推进与确

立（1978—2012）

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得到进一步推进与发展，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终形成和完

善奠定了基础。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马克思

主义指导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

指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

魂。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科学理论体系，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

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理论

指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什么

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进行了不懈探索。邓小平同志宣

称“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

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江泽

民同志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

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指导地位。胡锦涛同志强调用科学马克

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我们

党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

中，形成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

库。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根本前提。

坚持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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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精髓。改革开放以来，加强爱

国主义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

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1981 年通

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指出，要“发扬祖国利益高于

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1994 年 8 月，

中央发出《关于印发 < 爱国主义教育

实施纲要 > 的通知》，要求大力加强爱

国主义教育和培育民族精神。2002 年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民族

精神内涵作了全面概括，“在五千多年

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

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成为

全国人民共同价值取向。

坚持以荣辱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

德建设。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确立了

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为社会主义

荣辱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81 年 2

月，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月活

动的通知》，肯定了“五讲四美”活动

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形

式。1996 年 10 月，《关于加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指出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

核心，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

原则，“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

科学、爱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建

设的基本要求。中央明确“爱国守法、

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

奉献”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2006 年，

胡锦涛同志提出“八荣八耻”，要求在

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

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

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内容。

新时代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的深化与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

项长期历史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同志多次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进行深刻阐释，推动了全社会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识的不断深化。

深刻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的重要价值。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

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概括作了新的提升，指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

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

值追求”。习近平同志多次阐述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我们国家、民族发展

进步的重要性，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

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

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

个实践问题。习近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

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要“确立反

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

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

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

幸福安康”。

重视学校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引导作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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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在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

学生头脑。习近平同志重视高校传播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要求人

民教师“教书育人、立德树人”。2016

年 12 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不懈培

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

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

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强

调“广大教师要用好课堂讲坛，用好校

园阵地，用自己的行动倡导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用自己的学识、阅历、经验

点燃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使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浸润学生们的

心田”。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党内法

规和国家法治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要发挥好体制机制的规

范约束作用，用制度推动核心价值观建

设。习近平同志强调，“培育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靠思想教

育、实践养成，而且要用体制机制来保

障”。2016 年 12 月，中央印发《关于

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

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党的

十九大通过的党章将“发扬社会主义新

风尚，带头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党员权利加以强

调。2018 年 3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

总纲，规定“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将其上升到国家层面的价值追

求。5 月，中央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充

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软性

要求”转化为“刚性规范”的法治导向。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支撑

首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必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

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治国理

政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同志在

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强调，“要

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和核心价值观，努力抢占价值体系的制

髙点”，“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

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

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

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

问题了”。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

族特性、时代特征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

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

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

维护的重要途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其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

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要

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思

想道德资源，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革命文化是中国革

命和建设光荣历史的见证，包含了体现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目标的精神形

态，应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革命文化有其独特价值体系，蕴

含着关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丰富价

值观念。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有益成果的吸

收，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

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最后，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

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和传播渠道，增

强国际话语权。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

力的灵魂，当前我国正处在大发展大变

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

化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空前复杂

的情况，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

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敌对

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

图谋。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掌握着“文化

霸权”，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认同度

不髙。要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加

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提炼与阐释，拓

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努力提高国际

话语权，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

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使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实现文化

软实力提升“形于中”“发于外”。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北京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

人民大学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

新中心特约研究员）

【本文系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

新中心重点项目（项目编号 ：19GJJB018）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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