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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重维度
——以共享价值的确立为中心

◇涂小雨

以共享价值的确立为中心，继续深化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以国家、社会、公民的同构为主

导，重新审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重维度，具有

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国家层面共享价值的确立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了国家层面的价值

规范要求，即中国的未来发展遵循一个什么样的价

值引领，也决定着中国发展将达至什么样的境界和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包含了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三个层面的内容，它们与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要求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相

互促进、相互影响。

富强是国家生存和人民幸福的根基。社会主义

发展目标即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是近

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之一。第一个历史

任务即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早已完成，现在处

于逐步实现第二大历史任务的进程之中。共产主

义、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全面小康、“三步走”战

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构成了富强目标的集中表

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建基

于富强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不仅有能力实现民

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

实践也充分证明了其能够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群众

对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渴望。

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价值。以人民民主

为核心建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最根本的是要把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从本质上说，人民民主就是人民至上。也就是说，人

民民主强调的是人民翻身作为国家的主人，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维护和保障

自身的权利和利益。把民主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是要向世界证明中国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

发展道路，充分尊重并有效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于

民主的向往与愿景，把民主作为体现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的重要内容。

文明与和谐分别体现文化与社会层面的价值追

求。如果没有精神与文化层面的协调与配合，最终

也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国共产党要始终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优秀传

统文化资源的继承与发扬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

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的复兴往往与国力的强

大紧密相关，在中国追求富强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

的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不断铸就中

华文化新辉煌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任

务。和谐意味着社会大局的稳定，稳定对中国的发

展来说至关重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对

社会稳定有更高的追求，社会稳定必须建立在社会

和谐的基础之上才是真正的稳定。和谐不仅仅是指

社会秩序，更多的是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关切能否被

公平对待、社会治理体系是否有畅通的参与通道。

二、社会层面共享价值的确立

社会主义应该体现更高层次的自由、平等、公正、

法治，因为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目标是全人类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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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而自由的前提就是实现每一个人的平等，进而

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就

是不断接近并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与公正法治。特

别是当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真实的政治制度实践

时，就应该在国家建构中努力实践并使其成为现实。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实现依赖于约束权力、

保护权利。在权力与权利、权利与权利、权力与权力

的关系中，最为核心的仍然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即

要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在社会主义框架下能够不受

公权力的侵害。公权力一旦失控，人民的权利也就

荡然无存。法治要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为人民所

信仰、为所有掌握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所敬畏、为执政党

所真正遵从和身体力行，使其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核

心价值。凡是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和自由，以各种名义

不断减损人民权利的任何思想和行动都是行不通的。

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首先需要制度本身的

可靠性，因为制度同样也可以因为人的意志的改变

而改变，制度被制度设计者突破的现象俯拾皆是。

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多元化、异质化的社会，人们

在满足基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后，更加渴求的

是对自由与权利的珍视与保护，是一种对人的生存

状态的精神层面的安全感、获得感与幸福感。在物

质匮乏的时代，人们对基本生存条件的追求是第一

位的，随着贫困现象的逐渐减少甚至消除，关于人的

全面发展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中国社会已经完

成了基本生存权利的实现，在这个基础上生活水平

还在不断提高，共同富裕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今

后要更加重视人民群众对自由与平等、公正与法治

价值的追求，特别是要让人民群众看到中国社会发展

的大环境已经开始转变，以牺牲自由与平等为代价推

进的经济社会改革已经难以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的价值被提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使党的

十五大确定的依法治国方略在新时代有了更高的标

准和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要把人民群众

参与管理国家的热情与国家治理制度、国家法律制

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紧紧结合起来，相信和依靠人

民推动全面依法治国，使法治的价值和精神沉淀到

中国的文化血脉中，使其成为最强大的推动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的基本遵循，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信仰。

三、公民层面共享价值的确立

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有着极为鲜明的现实意义。爱国主义精神是中

国精神的核心内容和全体中华儿女团结一心的强大

动力。敬业是对各行各业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职

业道德、职业规范的基本要求，是爱国主义在日常化

的生活实践中的具体化，践行敬业精神是爱国主义

的生动体现。这两个方面在当今的中国并不是大问

题，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为之付出努

力，取得成就，无疑就是一个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体

现。当然，在重大的宏观历史叙事中，爱国主义往往

表现为强烈的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反对外来势力干

涉与破坏的深厚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强烈

的民族主义精神。

当前，诚信和友善愈来愈成为整个社会需要提

升的价值取向。市场经济发展激发了人们的竞争意

识、商品意识、效率意识，但同时产生一些的破坏诚

信、扭曲市场规则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为。在日

益个性化、个体化的时代，追逐利益已经成为社会发

展的强大动力，而利益至上原则的生发则严重冲击

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个人在追逐利益

中迷失了道德尊严，丧失了价值立场。诚信不仅仅

是道德问题，也是法治问题、市场问题和社会现代化

进程中的价值导向问题。

只有建立共享的核心价值观，一个国家和民族

才会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才会有统一的意志和

行动，才能有稳定的发展和进步。面对风云变幻的

国际形势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重新审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多重维度，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基本理念，不仅有利于回应和解决当下人

们的价值迷茫与道德问题，同时能够坚定人们跟党

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作者简介：涂小雨，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决策咨询

部副主任、教授。

（摘自：《学习论坛》2021年第6期）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