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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意涵与培育路径 

——基于马克思主义“三种规定”的分析 

管晓婧 a，任志锋 b 

（东北师范大学 a.马克思主义学部；b.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文中提出“三种规定”分析法，它对于挖掘事物本质意涵极具启

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其一般规定是基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而产生的价值意识；特殊规定是基于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而建构的价值自觉；个别规定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发展的价值标识。鉴于此，新时代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有三：一是要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赖以成长的社会存在基础；二是要彰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方向；三是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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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s and cultivation path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hree Provisions” of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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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alytical method of Three Provisions put forward by Marx in the Introduction to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s enlightening to have an insight into the essence of things. For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its general provisions 
are based on the value awareness produced by the existence of socialist society. The special provisions rely on the value 
consciousness constructed by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pecific regulations are value 
identification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reby, three ways can be found to cultivate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in the new era: first, laying a solid social existence foundation on which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depend; second, highlighting the political direction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third, manifesting the ethnic features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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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八大首次提出“三个倡导”以来， 学界围

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内涵、意义、认同、

践行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更

好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空气作用、旗帜作

用、标尺作用具有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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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加强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研究阐释，讲清楚其鲜

明特征和实践要求”[1]132。之所以如此重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本质内涵的研究，是因为与之相关的

研究成果越多，越要想清楚“自己是谁，是从哪里

来的，要到哪里去”[1]117，越要明晰自身与他者、

当代与历史的联系与区别，从而在教育宣传过程中

阐释清楚这个时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所秉持的

精神追求与是非标准。 
当前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探究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本质内涵。一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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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整体概括。李文阁研究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概括，具有社会主义

性质、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特质[2]。杨静娴等

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性内涵[3]。二是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层次分析。周丹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内涵进行了剖析[4]。姚

红等探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社会、个

人三个层次上的本质意蕴[5]。三是关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范畴解读。田海平探讨了公正作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内涵[6]。裴艳丽分析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自由的内涵[7]。总的来说，现有

研究成果偏重于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或者

从十二个范畴的视角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本质内涵，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整

体，以特定方法分析其内涵的研究较为缺乏。为此，

笔者拟通过马克思“三种规定”分析法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意涵与培育路径进行探讨。 
“三种规定”分析法源于马克思的一段经典论

述。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写道：
“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

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

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

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

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

是几个时代共有的”[8]685。由此推之，有些规定是

个别时代所特有的。因此，可以将这属于一切时代、

几个时代、个别时代的规定称为一般规定、特殊规

定和个别规定。马克思为澄明这几种规定的区别，

进一步指出：“（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

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

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

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

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8]685。不难看出，

分号前是针对一般规定来说的，分号后则是针对特

殊规定与个别规定而言的。这便是“三种规定”分

析法的由来。以之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

意涵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般规定可

从包括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存在找

到源头，其特殊规定和个别规定则与无产阶级专政

的国家性质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下文将

进行具体阐述。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般规定：

基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而产生的价值意识 

一般规定是存在于一切时代和地域的普遍性

规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要想确认其一

般规定，就要追溯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通过审视

人类社会形成之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始形

态以挖掘其一以贯之的规定性。经分析，原始共产

主义社会以及紧随其后的私有制社会都具有与当

时社会存在相适应的社会价值意识，这种价值意识

具有较强的自发性。虽说在阶级国家产生以后，价

值意识自发性的主导地位逐渐被自觉性所取代，但

是这种自发性依然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会产生

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社会存在

也会生发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鉴于

此，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般规定是

基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而产生的价值意识。 
1．一定社会存在会自然生发出与之相适应的

价值意识 
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便出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萌芽形态——比如对共享的支持、对平等的
尊崇、对自然的敬畏等关于人应当如何生存和发展

的价值理念。这些带有朴素色彩的社会价值观是人

类在智力开发到一定程度后“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

境的一种意识”[9]161，他开始意识到自身与“其他人

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9]161；开始意识到自然界这种

陌生的、强大的、异己的自然力量；“开始意识到

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9]161。社会、集体对原始社会

的个体而言意味着更大的存活几率，因而诸如氏族、

部落等共同体形式和制度对他们来说是神圣而不可

侵犯的。建立在这种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与社会结构之上的社会价值意识具有强烈的责任感

与实质的平等观等共产主义特质。正如摩尔根笔下

的印第安氏族：“它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都有

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不论

酋长或军事领袖都不能要求任何优先权⋯⋯自由、

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

族的根本原则”[10]100。这虽然只是关于印第安族的

描摹，但它反映的基本社会观念却是人类原始社会

的共同写照。不过，这种社会价值意识的群体认同

以氏族、部落等共同体形式为界限，氏族之间、部

落之间时常发生残酷战争，这种原始社会组织注定



 
 

10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kxb.hunau.edu.cn/          2020 年 12 月 

 

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灭亡，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价

值意识也会发生时代性变革。 
随着生产力发展与剩余财富积累，相对过去的

母权制、氏族制度与亲属继承制，父权制、专偶制

家庭和子女继承制逐渐取得主导性地位。与社会存

在的改变相伴相生的是社会价值意识的改变，如果

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自发形成的价值意识主要关

注人的生存与发展，那么国家产生以前的阶级社会

所自发形成的价值意识则主要关注私有制、财产、

等级和特权。它表征人类文明的跃升，但似乎又是

人类文明的退步。摩尔根曾指出财产观念在人类文

明发展史中的里程碑作用，即“财产观念在人类的

心灵中是徐徐地形成的，在漫长的时期中均停留在

初生的及微弱的状态之中⋯⋯把财产的欲望视为

高于一切欲望，标志着文明的开始”[11]6。从这时起，

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诞生以前，“财产高于一切”

的观念在奴隶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

会无不占据主导地位，虽然说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对

财产的追逐和占有时常披着特权等级的外衣，但内

容实质却没有因此改变，这些社会均将财产视为一

切，均视财产高于一切。直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

社会意识的价值内核才真正又一次发生质的变化。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生长于社会主义社

会存在之上的价值意识 
社会主义社会与奴隶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

社会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具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

有制关系。公有制经济关系最早出现于原始共产主

义社会，它契合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时人类的基

本生存诉求。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则是奠基于资本主

义社会巨大生产力之上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直接对

立物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公有制的伟大飞跃。一方

面，它有助于改善社会生产过程的无政府状态，从

而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

它有助于防止资本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以

“消灭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

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

益）的现象”[12]926，并逐渐实现共同富裕。不难看

出，它与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存在所产生的价值

意识截然不同。对此，邓小平还专门做过对比，即

“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

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

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

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

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13]167。在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所形成的

共同价值追求和共同道德标准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关系所自然生发出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典型的集体主义特征，众所

周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国家、社会、个人

三个层面，无论是在数量的分配上、顺序的安排上

还是内容的设置上，集体主义都处于优先地位。之

所以如此，是因为集体主义价值导向是社会主义公

有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本质要求。有关集体主义内

涵的解释十分丰富，但学界公认的一个观点是：“不

管对集体主义作如何表述，它都应包含以下两条原

则，即以他人为重的原则和以大局为重的原则。”[14]

这两条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

求，因为只有坚持以他人为重并防范个人主义，才

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创造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

群众以避免两极分化并逐渐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坚

持以大局为重并防范宗派主义，才能使个人、企业

坚持以国家、社会利益为重，并与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相协调。基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而产生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社会、个人层面都倡导维护

集体利益。当然，维护集体利益亦是为了真正地、

更好地维护个人利益，这二者在社会主义社会本就

是相互统一的。由此可见，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和

社会结构就会生发出它所需要的或者说与之相适应

的社会价值意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自然会生发出

与自身发展要求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殊规定：

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建构的价值自觉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要想确认其特殊

规定，就要去找寻基于社会存在产生的自发性价值

意识在历史进程中出现质变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

点之后，自发性价值意识的主导地位将被自觉性价

值意识所替代。经分析，这个临界点便是阶级国家

的诞生。在阶级国家诞生以后，“统治阶级的思想

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9]178，社会价

值观变为由统治阶级思想所主导的社会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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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从这时起，政党所代表的根本利益以及政治纲

领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内涵性发展与方向性部署的重

要动力源泉。在有产阶级专政国家，这种价值观通

常表现为统治阶级将自身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利益

的虚伪意识；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则表现为统治

阶级用以打破旧世界并建立新世界的思想武器。鉴

于此，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殊规定

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建构的价值自觉。 
1．统治阶级会根据自身所代表的根本利益建

构特定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从历史上看，如果把不同时期统治阶级的思想

独立化，并且不考虑这些思想得以产生的社会基

础，“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

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

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

等”[9]178。这种情况是偶然的吗？为什么两种统治

阶级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会出现这种差异？这是因

为，不同统治阶级会根据自身所代表的根本利益而

自觉建构有助于维护政权统治和社会稳定的社会

核心价值观。就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的贵族统治

阶级而言，他们之所以提倡荣誉，是因为荣誉与等

级身份密切相关，荣誉既是等级身份的产物，又是

获取等级身份的阶梯，与其说他们在提倡荣誉理

念，不如说他们在思想领域合理化、合法化等级身

份的不平等现象；他们之所以倡导忠诚，是因为这

有助于巩固由特权等级所堆积起来的政治结构和

社会结构。总之，贵族统治阶级根据自身根本利益

建构了一套有助于维护自身利益的价值体系。就资

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统治阶级而言，他们倡导自

由，是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

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8]168；他们倡导平等，是因为

“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

物交换等价物”[8]168；他们倡导所有权，是因为“每

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8]168。一言以蔽之，他们

所倡导的这些价值观是为了确保劳动力买卖在流通

领域畅通无阻，是为了使资本家的利益最大化。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无产阶级政党产生以

前，统治阶级都在想方设法地维护自身利益，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从未得到过真正维护。对广大人民

群众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以前一切国家、一切统治

阶级的社会核心价值观都带有伪善性，它们惯常于

将利益当成“不道德”的代名词或讳言人民群众的

合理利益，惯常于将道德和宗教代替人民的“面

包”，企图让人们用“精神食粮”代替“物质食粮”。

一些无产阶级的理论代表也曾批判过这种虚伪性，

批判过两极分化的不合理现象，批判过私有制的不

道德性，但由于他们没有发现科学世界观这件锐利

的思想武器，也没有找到利用这件思想武器的阶级

力量，更没有找到打破旧社会的正确道路，因而不

得不陷入空想。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无产阶级政

党才拿起这件蕴含科学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

锐利思想武器，以宣传、倡导、争取、维护最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政党所倡导的社会

核心价值观给予无产阶级的是启发和觉悟。它不仅

给予无产阶级以打破旧世界的斗争策略，还指引其

根据国家特定情形确立建设新世界的道路、方向和

原则。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价值自觉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他们深知思想

理论和价值观念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遂

在刚成立时就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与反马克思

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同时，为启发工农群众的阶级

觉悟和占领思想阵地，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

一大批刊物和各种形式的学校以更好地宣传马克

思主义。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建构的社会价

值意识从一开始就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底色。

当然，对于要建立什么样的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

社会、要培育什么样的新人等问题的探索是一个历

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中国共产党怀揣

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在奋斗历程中几经挫折，

逐渐建构了一套能够反映、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

本利益的价值体系，并凝练出以 24 个字为基本内
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国家层面看，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就开始的不

懈追求。毛泽东于 1945 年就在《论联合政府》一
文中明确指出：“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

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15]1030 新中国

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要矛盾

的转移，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致力于经济建设，不

断解放发展生产力并将成果惠及人民。在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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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层面特别将富强放在首位，充分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自觉和政治自觉。马

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实

现共同富裕并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了实

现这种愿景，富强是前提、基础和保障。中国只有

实现富强，才能有真正的、更高层次的民主文明和

谐。从社会层面看，自由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

值理念，而将自由平等与公正法治并列或者说以公

正法治保障自由平等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

自觉。资本主义社会通常将自由平等与博爱或人权

并列，但这些所谓的美好愿景缺乏现实依托，因而

成为“镜中花”和“水中月”。中国共产党所追求

之自由平等不是抽象范畴，而是人民群众实实在在

的切身利益，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以公平正义的利

益关系和科学完备的法治体系作为保障，故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一起作为社

会层面的价值目标。从个人层面看，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现实要

求。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时代新人的培育，邓小平

曾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明确提出：“培养社

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社会主义新人当然要努力去

实现人民的利益，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13]256

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强调：“要努力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6]可见，中国共产

党高度重视培植时代新人的爱国主义情怀，故而将

爱国放置于敬业诚信友善之前，这也充分表达了中

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心声。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别规定：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发展的价值标识 

个别规定是存在于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特殊

性最强的规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要想

确认其个别规定，就要找到那个“人无我有”或者

说“人有我多”的特定属性。社会性、价值性、政

治性、时代性、实践性等均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所特有的属性，只有奠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

上的民族性才是其独一无二的属性。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创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历史根基和文化源头，是中国精神与中国价值

的独特标识。鉴于此，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个别规定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发展

的价值标识。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文化之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是在党的十八大首

次提出的，但它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所蕴

含的某些精神追求、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

范却早已存在千年。这里仅以被誉为“大道之源”

的《周易》为例来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

核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奠基与涵

养作用。之所以选择这部典籍，是因为它可以被看

作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无论是道家所主张的天道

自然还是儒家所主张的人道有为都可以在其中找

寻到思想渊源。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所体现出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以及厚德载物

的道德情操也最早出自这部典籍，故而以此为例去

论证和体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深层关联。 
一是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周易》六十四卦

之首的《乾》卦以天为象征，取象于龙，表征事物

的顽强生命力与蓬勃朝气。故《象传》写道：“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7]4 从此以后，自强不

息的精神追求逐渐内化为中华民族的价值基因。即

便处于逆境、灾难、坎坷时期，中华民族也能保持

一种刚健有力、百折不挠的姿态。在这种精神的浸

润下，中国没有屈服于近代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

改变了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并直面新时代全面深

化改革的重重挑战，朝着更高的目标主动迎难而

上，进一步提出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繁荣、

社会和谐的国家发展目标与精神自由、权利平等、

制度公正、法治清明的社会发展目标。应该说，这

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更是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与时俱进精神的生动写照。二是厚德载物

的道德情操。《周易》六十四卦中的第二卦《坤》

卦以地为象征，取象于牝马。象征了持守正道、道

德高尚的君子品行。故《象传》写道：“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17]19与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相

呼应、相补充，厚德载物的道德情操是中华民族在

处理矛盾、冲突、争执时那种慷慨浑厚、有容乃大

的胸怀，这种高尚情操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信

仰。周公对统治者提出“以德配天”的要求[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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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提倡“无为而无不为”的大德[18]35，儒家倡导

“仁者爱人”“贵仁尚义”等人伦道德[18]49，墨家

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等救世济民之德[18]77，等

等。及至中国近代社会，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数仁

人义士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地不断革命，用

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以崇高品德和高尚情操为内容

的壮丽篇章，为中华儿女带来新中国和幸福生活的

曙光。在当代中国，这种道德情操依然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便是当代中国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之高尚道德情操的继承和发展。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升华与发展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实践中，不再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独白，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交融共生。经过多年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已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

因，共同构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基因，共同

构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基因。可

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与生长使得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的发

展，更是质的升华。 
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个人道德修养，

而对于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探讨则显得相对薄

弱。在马克思看来，“革命的实践”是“环境的改
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9]134。既要把人

塑造成时代新人，又要构筑理想的国家制度和社会

环境。基于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重视个人

品德修养，也重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社会制度

的建设与完善。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义利关

系上具有重义轻利的倾向，这使得人们难以看到物

质利益对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基础性

作用。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

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9]158也就是说，利益是人

民生产劳动与生活需要的条件和结果，是人民追求

美好生活的基础和前提。故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将“富强”放在首要位置。其三，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能够赋予当代人很多生活智慧，但国家发展的

大方向与大原则依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换言

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些人文精神和道德规

范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它的根本政治方向

即社会主义方向根源于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升华与发展。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

展一方面要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19]141，从而保证价值观的传播与教育

不偏离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和康庄大道；另一方面

“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107，以之涵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它与中国人原有的精神世界

相连贯、相融通、相促进，从而使其变成一种“精

神空气”，肉眼虽见不到它，心灵却离不开它。 

四、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路径 

既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基于社会主义社

会存在而产生的价值意识，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而建构的价值自觉，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

发展的价值标识，那么，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培育路径要根据这三种规定有针对性地择取：

其一，要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赖以成长的社会

存在基础；其二，要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

治方向；其三，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

特色。 
1．要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赖以成长的社

会存在基础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的客观需要，它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

践行的长期社会存在，人们会基于这种社会存在自

然而然地形成相应的价值观。为了让这些自然形成

的价值观接近乃至融汇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

注重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赖以成长的社会存

在基础。一方面，应不断解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并逐步推动形成共建共享的利益格局。在普遍贫穷

或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大多关于未来生活的美

好愿景都带有某种空想性。人民的美好生活只能建

筑在丰足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上，“至于个人

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

的丰富性”[9]169。因此，中国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

并将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逐渐达到共同富裕，

那些真正体会到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的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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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才能愈加期盼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愈加赞誉

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愈加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另一方面，应不断完善制度法规以构建公平正

义的利益关系。中国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

面临利益质量与利益分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

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因此，要注重疏

导那些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利益矛盾，要善于

以法律法规、体制机制、道德舆论等硬性规定和软

性约束预防矛盾、消融矛盾，从而让人民切实感受

到国家法律和社会规则的公平正义。只有让人民信

服国家现代化、科学化、高效化、人性化的治理方

式，才能使其在社会实践生活中不断内化、外化和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核。 
2．要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方向 
从形式和字面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

些内容与所谓的“普世价值”是相同的，如自由、

平等、民主等理念。这种相似性为区分二者的本质

差别带来了一定困难，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与

深厚的理论素养，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很

容易将之与“普世价值”相混淆，甚至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会被别有用心的人经误读造成思想混乱。

因此，新时代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一定要注

意彰显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一方面，要坚持党性

原则。坚持党性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中，尤其要讲清楚党的

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所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导向，讲清楚中央重大工作部署所依循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原则，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提出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而不是

为抽象的全人类与全世界服务的，以此区分它与

“普世价值”在政治立场方面的本质差别。另一方

面，要坚持人民性原则。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实现、

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社会各

行各业在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工作理念、工作方

式等方面应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传

播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有效途径。在服

务群众的同时还要引导群众，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所体现的精神追求、道德标准、高尚情操、先

进文化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让人们在实

践工作和火热生活中去感知它、领悟它，并逐渐将

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党

性与人民性从来都是相统一的，这是其社会主义本

质内涵的鲜明体现，把控好这个政治方向有助于增

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实效与宣传实效。 
3．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特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

论深化、宣传普及与教育实践的重要源泉，引入并

用好这湾源头活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不会变

成无根的浮萍，就会熔铸于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

识之中从而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就会

大大改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学习与实践应

用的“两张皮”现象。因此，新时代培育与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传承好与之相关的历史记忆

与文化基因，要鲜明地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民族特色。一方面，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建设的不竭源泉，在教育实践

过程中要充分发掘文化经典中的丰富道德资源，弘

扬仁人志士的嘉言懿行，深刻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所蕴含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精神追求和传

统美德，从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内涵发展并促其广泛传播，使中华民族

的优秀文化基因更好地植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

观念与道德意识之中。另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领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它既需要薪火

相传，又需要与时俱进。文化形式、文化内容都需

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创新发展，从

而与现代文化相融通，与现实社会与现实生活相协

调，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时代价值和永恒魅力。因而

在实现中华优秀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进程中，要围绕我

国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着力提出能够彰

显民族特色、时代价值、人类关怀的文化命题与文化

理念，从而保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和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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