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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
Social Governance

【摘要】规则意识是人与人交往的一种行为与关系体系，是维持社会秩序和建构社会关系的基础。当下我国公民规则

意识在建构中遇到了一定的障碍，如质疑规则而不遵守、以潜规则来消解规则、以个体自由伸张来反对规则等。面

对公民规则意识培育中的障碍，需要重构社会德育体系、知识教育体系，通过比较的方法来提升公民的规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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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规则意识培育的障碍及对策
李绍燕

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破坏规则的事件屡有发生，一些

本身具有良好初衷的公共规则无法得到有效的遵守。可

见，公民的规则意识对于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十分

重要。公民规则意识不仅关系到文化建设，更是关系到社会秩

序，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国家法治成熟度的重要指标。

当下公民规则意识培育面临的障碍

质疑规则而拒绝执行与遵守。所谓质疑规则，就是对规则

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产生怀疑，进而以此为理由来拒绝执行。从

清末社会变革到五四运动，再到社会主义革命直至改革开放，

可以说中国在过去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其规则转换的

快速性是前所未有的。就一个历史时段看，正是社会变革过于

频繁，社会规则不断被抛弃，以致于人们对公共规则没有敬畏

之心，更没有内化的遵守之心。过去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及

个体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在对社会规则质疑乃至抛弃的过程中

获得的，这种获得方式使得人们对不遵守规则与质疑规则找到

了合适的理由。同时，由于人们对民主、权利等话语普遍存有

好感，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公共规则制定的过程中，而对规则

制定出来之后应当如何遵守与执行等却并未关注。

以个体自由伸张来反对规则。当下，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

想传入我国，很多人对自由与规则的关系存在着片面的理解。

如部分人将自由视为人生最高价值，认为规则是制约自由的，

由此对规则产生抗拒。改革开放之后，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冲击

着人们的思维，激发了社会个体对自由的向往。一旦个体利益

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人们往往会以个体自由为由反对社

会公共规则。但自由并不是无限度的自由，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自由也是规则下的自由、法律下的自由，不存在无规制的绝对

自由。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言 ：“自由是规范下的权利

表达。”尽管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个人对自由的追求

无可厚非，但追求自由的手段必须是合法的，否则这种自由只

会导致混乱。而规则恰恰是社会个体追求自由的保障，自由与

规则并不冲突。

以潜规则来消解规则。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看待公共规

则，只看到其约束性与绝对性，却看不到其公平性与公正性。

有的人认为，制度与生活中的“规则”是不同的，制度上的规

则是明的规则，而生活中遵守的是潜规则或关系规则。之所以

存在“两张皮”，原因就在于“关系”这一中国独有的文化心

理机制。社会个体在交往过程中，家人与熟人往往会比陌生人

获得更多的情感与资源，交往的秩序也是先家人、熟人再到陌

生人。正是因为交往的秩序与情感、资源投入的程度不同，每

个社会个体与熟人、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规则不同，在长期的历

史发展中，这种不同规则逐渐形成了文化上的合理性。但是，

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中国社会正在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

转变，公共规则是规范陌生人社会关系的唯一规则，如果不遵

守这种规则，社会交往关系必然会发生混乱，不利于社会秩序

的稳定。

不以程序正义来对抗不当规则。当社会个体面临不当规则

威胁的时候，采用暴力或其他的极端手段来实施维权。在这种

情况下，用极端手段来对抗规则，通常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甚至造成伤害。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法律作为社

会最高规则，必须要树立起应有的权威，人们也必须在法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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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下培养规则意识，提升应对不当规则的能力。

公民规则意识培育的基本策略

建立好公民的德育体系，提升公民对规则的敬畏心。长期

以来，中华民族崇尚好人理念，儒家文化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强调的是私德的自我完善。在这个文化传统中，“不

在其位、不谋其政”成为共同道德建构的方式。人们热衷于“做

好人”的道德理想，而不屑于成为一个“好公民”。当前我国

正面临着社会转型，需要提升公民的责任意识与规则意识。在

社会德育体系中，应该致力于公民教育，提升社会个体在国家、

社会生活中的话语积极性。好公民的德育培养体系，目的就是

培育公民的规则意识。规则在社会生活中不仅仅是义务，也是

他人对自己的权利。德育教育者培养公民的道德品质，必须将

教育与其他领域分开，将公共领域教育与公民生活相结合，培

养公民对规则的敬畏之心以及尊重意识。

建立知识教育体系，提升公民掌握与遵守规则的自觉性。

从哲学上看，经验世界与实在世界的统一需要经历概念感知、

情绪感知及命题感知三个阶段。公民规则意识的培育，首先是

培养概念感知，即社会个体对规则意识内容的信息感知，需要

了解什么是公民规则意识。只有了解到什么是公民规则意识，

才能够对其有具体的情绪认知与命题感受。从这个意义上看，

公民规则意识是综合性的认知体系，要使每个社会个体能够掌

握规则以及遵守规则，就必须建构知识教育体系来让公民了解

与感知规则，明了规则给自身带来的益处。要充分发挥学校教

育的作用，学校教育可以为公民提供系统的知识体系，帮助社

会个体充分认知规则的内容。可以通过编写教育丛书等深入浅

出的公民规则知识教育模式，让社会个体在学习中自觉培育规

则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也应该积极

开发类似于国外学校规则意识培育方面的课程及教材，针对不

同年龄的学习者提供相应的规则意识教育，促使其形成规则意

识自觉。

建立比较教育方式，培育公民对规则的认同感。培育公民

的规则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内涵，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从这个意义上看，公民规则意识培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的事，

所有的社会主体均能够成为教育的主体。我国传统上缺乏现代

规则意识培育的土壤，对规则的认同基本上停留在熟人社会，

这对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在我国缺乏规则意

识的土壤下如何培育公民规则认同感呢？需要在教育方式上下

功夫，通过建立比较教育的方式与方法，在比较中促进认同，

使得不同主体的看法能够形成共识。在比较教育过程中，应该

通过具体的、真实的案例来提升公民规则意识教育的比较效应，

最好以国家为单位，强调不同国家公民对规则遵守程度的比较，

进而得每个社会个体能够在家国情怀之下，形成自身对规则的

认同感。  

（作者为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注 ：本文系 2016 年度江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高职院

校‘学生党建 +’工作新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MKS161022）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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