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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思路 

薄明华，曾长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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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并有效发挥其引领作用，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提炼出简明扼要、科学准确、为人民群众广泛认同并能自觉践 

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遵循以下思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依据、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人类先进文明 

成果和价值共识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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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精髓， 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 “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 

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 [1] 

当前，要有效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 

潮作用，必须提炼出简明扼要、科学准确、为人民群 

众广泛认同并能自觉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 

们认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应遵循以下思路。 

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 

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指引人民推动社 

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指导 

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决定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毫无疑义应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 

指导。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提炼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首先表现在我们提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应鲜明体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 

的阶级立场非常明确： 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相信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马克思恩格 

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 

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 

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 

运动。 ” [2](283) 列宁强调，共产党员“不过是人民大海 

中的一粟” [3](682) ，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代表他们的利 

益。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和共产党员的最高行为准则 

来反复强调。毛泽东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彻 

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 。 邓小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视为“党的全部任务” ， 强调要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 

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必须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 

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改革和 

一切事业根本标准的重要思想。江泽民强调“人民是 

真正的英雄” ，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 

作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总 

书记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 

在 2011年“七一”讲话中， “人民”一词用了 136次， 

平均每 104个字里就有一个，足见“人民”在党心中 

的分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动 

力， 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我们提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突出“人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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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核心价值，唯有如此，才能体现出核心价值 

观的人民性质和社会主义性质。在目前众多关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中，一些学者的观点颇值得商 

榷。例如，有学者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和 

谐为魂，诚信为先，重义轻利，忠孝仁爱” ；有学者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心善、身正、志高” ；有 

学者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爱自己、 爱他人、 

爱大家” ； 还有学者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 “忠、 

正、进、净”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之魂。 

以上概括脱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模糊了马克思主义 

的阶级立场，淡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 

性，实不可取。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提炼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还表现在我们提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应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理念。实现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追求的终极价值目 

标，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 

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 

中曾这样描述未来社会： “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 

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 

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 

由的发展和运用。 ” [4](633)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 

思恩格斯指出：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 

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 

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 [5](294) 恩格 

斯逝世前，当有人请他用一句最简短的语言来表达未 

来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时，他就选用了《共产党 

宣言》中这一段论述。他认为，就表述未来社会新纪 

元的基本思想而言，除了上述命题再也找不出合适的 

了。 

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 

价值，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 

命力的源泉。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自由地发展个性” 

到列宁提出“培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成员” ； 从 

毛泽东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到邓小平提出 

培育“四有”新人；从江泽民提出着力提高全民族的 

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 

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以看出，100 多年 

来， 尽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不断发展和丰富， 但 “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一直是科学社会主义坚持的根本价 

值追求和终极价值理想。而且，人类社会愈益向前发 

展，这一理念愈发显出它的光辉价值。所以，我们提 

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考虑到用什么词语来凸 

显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最高价值理念。 

考虑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从已经深入人心、 

群众耳熟能详的提法中提炼，同时又尽可能做到工整 

简洁，笔者较为赞同使用“以人为本”这一词语。以 

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本，尊重人民 

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人 

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这一概念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 

立场，又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 而且又包含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 

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完全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 

值观的表述用语之一。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为中心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中心提炼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从实践中来，到 

实践中去的思想方法。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 

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 

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 

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 

到合理的解决。” [5](56) 实践是价值生成的源泉，也是 

破解价值问题甚至价值难题的枢纽。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就其主要内容来说，是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观念形态上的反 

映。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漠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实践，而是单凭想当然去构造一套“美好” 

的话语， 或者仅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去 “挖掘” ， 

那么，这种提炼必然会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 

际和人民群众生活实际。所以，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必须深入实践，善于在实践中归纳、总结、概 

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我们 

党曾经提出了许多价值理念，如改革的理念、创新的 

理念、竞争的理念、开放的理念、发展的理念、稳定 

的理念、和谐的理念、包容的理念、共富的理念、诚 

信的理念、以人为本的理念、民主法治的理念、公平 

正义的理念等，这些都属于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我 

们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对这些价值理念进 

行认真梳理和概括，弄清楚哪些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理念，哪些属于社会主义一般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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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中心提炼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充分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 

诉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价值观， 

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理论表达。提炼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需要理论工作者深入人民群众生活，关注人 

民群众最渴求什么，最不满什么，要把人民拥护不拥 

护、 赞成不赞成作为检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准， 

因为只有反映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诉求的价值观才能 

赢得民众的普遍认同和自觉践行。改革开放以来，人 

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诉求是什么？就目前来讲，人民 

群众的呼声和诉求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诉求就是 

通过科学发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对 “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追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最大国情，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 

目标。笔者认为，这里的“富”应该明确为“共同富 

裕” ，这里的“民主”应该明确为“人民民主” 。 

有学者指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不能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出发，而必须从科 

学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出发，否则就会陷入错误方 

法论的泥沼，走进“现实的就是最合理的”盲区。这 

一观点我们不敢苟同。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提出提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说到底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践服务的。从国内看，当前，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 

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 

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迫切要求 

最大限度地形成广泛社会共识、凝聚各方力量。从国 

际看，世界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 

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意 

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激烈，反映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利 

益的“普世价值”大行其道。在此背景下，捍卫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 

运。理论工作者在提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时刻 

反思：我们提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在多大程度 

上为实践所需，有没有明确回答人们在价值观方面产 

生的迷茫和困惑？能不能最大限度地缩小分歧，凝聚 

力量？能否掌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依据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 

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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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 

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 

容。 ” [6] 

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厘清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对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学术 

界的观点不完全一致。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前提，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和最高 

抽象，它渗透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通过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现出来。有学者认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部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按照从低级向高级的逻辑递升顺 

序排列为：社会生活价值观，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 

观，伦理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观。有学者认为，核心 

价值体系属于物质范畴，核心价值观属于意识范畴， 

二者之间的关系属于物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是被反 

映与反映的关系。 

我们较为认同第一种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统一的， 

它们都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提炼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组成 

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框架与实质、结构与要素、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提 

炼和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为依据，要全面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内涵，全面涵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 

基本内容，虽不用追求一一对应，但也不能有重大的 

遗漏。

目前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已有几 

十种之多，各种概括可谓见仁见智。但总的来看，这 

些概括大都存在一个问题，即，偏重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某一方面，遗漏其它重要方面。比如，有的 

学者偏重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 重视从科学社会 

主义经典论述中“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 

概括缺少时代特色和传统文化底蕴，缺乏自觉践行的 

内在动力。有的学者偏重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 ，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这种概括模糊了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性 

质。还有许多学者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 ，这种概括仅仅突出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并没有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内在核心价值理念、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反映出的核心价值取向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规定的核 

心价值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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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 

我们今天提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质上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中国特色” ，一方 

面体现为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性，即提炼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必须反映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风貌；另一方面 

体现为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性，即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汲取传统文化中 

的优秀成果，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世界各 

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必须 

深深植根于本国的文化土壤之中，才有生命力。在中 

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 各族人民紧密团结、 

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大体上是以仁爱为 

中心的展开，重要的范畴有如仁、义、礼、智、信、 

孝、悌、忠、恕、诚、敬，等等。提炼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必须做的前提工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价值理念作认真的梳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需 

要和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出发，把历史与时代、中国与 

世界连接起来，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涵、新诠 

释， 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进行升华和再创新。 

我们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许多价值理念中， 

“爱国”与“和谐”最能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 

值，经过内涵重释，完全可以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内容。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传统，最能感 

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最鲜明 

的主题就是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 

中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 

出， “要广泛开展民族精神教育，大力弘扬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自豪感，激励人民把爱国热情化作振兴中华的实际行 

动，以热爱祖国和贡献自己全部力量建设祖国为最大 

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和尊严为最大耻辱。 ” [1] 

和谐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和 

谐社会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不断追求的目标，也是包 

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 

理想。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和谐作 

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的核心价值取向，也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根 

本价值追求。 

五、以人类进步文明成果和价值共识 

为借鉴 

在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还遇到一个如何 

看待人类价值共识和西方价值理念的问题。人类文明 

的共同成果和价值共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宝贵的 

精神财富。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人类进 

步文明成果和价值共识为借鉴，这是毫无疑义的。但 

是，问题的关键是，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是西方 

资产阶级特有的价值概念，还是人类价值共识？它们 

可否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个问题上，学术 

界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一些学者认为，民主、自由、 

人权等范畴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核心价值 

观，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有学者认为， 

即便民主、自由、人权等范畴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 

核心价值，但是力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要 

否定这些观念本身，而是要赋予这些观念以实质性的 

价值与意义。还有学者认为，民主、自由、人权等价 

值概念，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而是人类文明共创共 

享的成果和价值共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民主、自由、人 

权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 

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 

价值观。民主、自由、人权当然是社会主义应该倡导 

的价值观。但是，不宜直接用民主、自由、人权来表 

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无论 

从社会理想、社会运动还是社会制度来说，都表征着 

一种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解放息息相关 

的价值诉求，是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的价值选择，有 

着自己独特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一张名片，如果这张名片上 

书写着“民主、自由、人权” ，那么，在当前“普世主 

义”价值观甚嚣尘上，西方国家借助强大的文化软实 

力和舆论控制力，垄断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解释权 

的背景下，这样做只能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我们建 

议，最好用“人民民主”或者“民主法治”来代替“民 

主、自由、人权”来表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这一概括既符合科学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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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同时也最大 

限度地反映了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和价值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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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fining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At present, to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effectively plays a leading role, the most 
urgent  task  of which  is  to  extract  the accurate, making  it  concise,  scientific  and  to  the  point,  so  that  the  people can 
widely recognize and consciously practice it. Refining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should follow the ideas: taking Marx 
basic  principles  as  a  guide,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great  practice  at  the  center,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as  the  basis,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the  advanced  human  civilization 
achievements and common sense of value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the core value system of socialism; socialist core values; Marxism;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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