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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治哲学中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公平正义作为国家繁荣兴旺、社会和谐稳定

的基本要素, 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长远的基础性课题, 对正处于改革开放进一步

深化的关键时期的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贯彻落实十七大提出的 /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0、

/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0、/ 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0 的任

务, 积极探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原则和政治理念,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

社、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南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于 2008 年 5 月, 在岳阳共同召开 / 社会公

平正义与政治文明全国学术研讨会0, 来自全国各高校、研究机构的 30 余名专家学者就上述主题

展开深入讨论。会后我们组织了本组专题研究文章。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韩震教授

认为, 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指导思想和文化支撑。整合了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境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体现了传统美德和时

代要求的行为规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 主要应包括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这

三组观念。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俞吾金教授提出, 公平正义是当代文明社会的

基本价值观念, 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还缺乏作为现代公平正义价值观念的支援意识的文化土壤。

应积极培植这样的文化土壤, 其具体途径是: 形成自觉的法权人格、确立普遍的道德实践主体、

全面认识启蒙的两重性、深刻反省无意识层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哲学学院郭齐

勇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陈乔见认为 , 就分配正义而言, 孔孟儒家主张政治

的目的在于实现和保障民众的私利, 公家之利则用于维持国家的运转及养老、救济、赈灾等社会

福利。这些观念转化为历史上的土地、赋税、农商、教育、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就政治哲学而

言, 孔孟从 / 天0、/ 正名0 和 / 民本0 论证政治合法性的根据, 其中蕴含有公共责任意识和民权

意识的萌芽。中南大学哲学系李建华教授认为, 公共政策程序正义是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

评价与终止的过程中, 依照宪法与行政法规的要求, 按照法定的顺序、方式与步骤作出政策选择

的行动。其内在价值在于确保政策选择不偏离公共性的方向, 以及国家公共权力在决策过程中对

公民权利的尊重和社会秩序的自觉合理建构。

X  本文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研究0 (批准号

07&ZD035) 阶段性成果。

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与核心价值观念
X

韩   震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 面对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多极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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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元化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¹ 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将为公平正义、政治民主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提供思想指导和文化支撑。社会公

正、政治文明和思想价值不仅是相互交织、互为背景的关系,而且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民族国家软实力构成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要素, 表现为民族国家的

凝聚力和民族文化的影响力, 而这种凝聚力和影响力主要来自人们对其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中国正在崛起, 这是导致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崛起, 靠的不仅是经济、

科技和军事等硬实力的发展, 而且需要软实力的提升。软实力既表现在政治制度层面, 更渗透

在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之中。因此, 软实力的崛起不仅需要制度崛起, 而且需要核心价值的崛

起。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认为, /世界历史发展表明, 制度崛起尤其是国家政

治制度的崛起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0。一方面, / 近代中国的衰落并不仅仅因为人们一般认

为的朝廷腐败、出卖国家利益等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少制度创新。一旦当总体国家制度

缺少了国际竞争能力, 那么国家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0。另一方面, 近代以来, /西方的崛起

是制度的崛起。市场制度的确立, 释放了无限的劳动生产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尤

其是政治制度的确立, 那就是建立在近代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制度0。º 郑教授的观点

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西方政治制度的创新和确立, 是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以

及新价值观念的确立为前提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等价值观念极大地激发了

西方世界的首创精神, 使欧洲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现代政治制度的革命性改造, 实现了历史性突

破。反观中国, 由于固守封建制度, 政治制度失去了灵活性与规范性, 生产力被旧的思想文化

和政治制度所束缚, 国家在西方列强的挑战中失去了竞争力。近代中国停滞在现代性的门槛前,

从而不可避免地落伍了。这并不是哪个朝代的腐朽无知, 哪个皇帝昏庸无能的事情, 这是制度

的问题, 更是思想和文化问题。殊不知, 制度上缺少适应现代性变革的创新, 其根源恰恰在于

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因循守旧。

任何民族的再次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创新。/观念改变着世界。新观念的

力量是变革我们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引擎0。»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看, 价值观的竞争并不仅仅是思

想概念之争, 而是谁引领历史发展趋势, 谁掌握文化前进方向的话语权, 谁占领文化软实力和

道德制高点的争夺。谁有了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核心价值观念, 谁就能够创造出代表历史发展

方向的政治制度, 从而激发出公民无穷的创造力和生产效率, 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和方向。因

此, 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强化民族认同的精神文化支柱,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

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而言, 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而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真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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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5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6 , 首次明确提

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和任务。2007 年 6 月 25 日, 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

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 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2007 年 10 月 15 日,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 / 建

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0 他要求全党 / 积极探索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 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又有

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0

郑永年: 5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6 , 5联合早报6 2008年 3月 4 日。

Richard Stengel, ÷T he Power of Ideas, " Time, vol. 171, no. 12, 2008, p. 6.



在于创造和更新!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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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八荣八耻0

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 共同构成辩证统

一的有机整体,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保证。

我们认为, 党中央之所以提出要 /大力建设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是由于目前只提出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框架体系。既然这一框架体系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显然就存在着把

这一整体中的四个方面内容联系、贯通起来的核心价值观念。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念是

框架与实质、结构与要素、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从价值的本质、价值的作用到价值的创造、价

值的认识、价值的实现, 其中每一个部分都离不开价值观念和对一定价值观念的看法。0¹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性质和民族形态;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念, 则反映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追求、价值理想、价值取向和价值规范。由

此,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追求的研究, 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和实践的探

索, 通过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荣辱观的考察, 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 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核心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想、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所

体现的核心价值取向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核心价值规范是什么? 在此基础上, 我们可以发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追求、价值理想、价值取向和价值规范, 是某些基本的价值观念

的不同的功能体现而已。

首先, 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是因为它与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相

吻合, 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获得民主自由权利、建设公平正义制度、构建人道和谐社会

的思想武器。

相比于封建等级和世袭制度, 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 民主自由具有

普遍意义, 而西方的民主如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民主, 都是特殊的民主形式。实际上, 早

在古希腊时代就有奴隶制的民主。民主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 社会主义同样有民主, 而

且要建立更加广泛、全面且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形式。古希腊的民主自由是少数奴隶主的

民主自由; 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 是资本主导的片面的民主自由; 只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所有

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追求。

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把民主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 而是着眼于比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更高

形态的民主。列宁指出,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 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 但它始

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0, º /资产阶级

害怕充分自由和充分民主, 因为它知道, 觉悟的即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会利用自由来反对资本

的统治。0» 而 /建立起更高的民主制0, /真正实现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度, 使大多数人即劳

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的管理0, ¼ 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的价值追求之一。

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是全面而实质的, 其所以如此, 是因为其价值追求是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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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 5列宁选集6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第 601、722、7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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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 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

说。0¹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只有未来共产主义才能彻底消灭不人道的现象, 真正实现社会公正

和人人平等, 才是正义的社会。因而, 共产主义是 /完成了的人道主义0 或 /积极的人道主

义0。º 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正义社会的展望。

马克思恩格斯在 5共产党宣言6 中指出, 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 才能实现 / 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0。» 这就是说, 人的自由的实现程度受历史条件制约, 归根到

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但是, 就价值追求的趋向而言, 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由的价值观升

华为对未来社会理念的崇高追求。在作为 /自由人联合体0 的未来的社会, /人终于成为自己的

社会结合的主人, 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成为自身的主人 ) ) ) 自由的人0。¼ 正是马克思

主义关于民主自由的价值追求, 吸引了中国先进分子和人民大众, 中国人民才历史性地选择了

马克思主义, 并且将其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其次, 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 是因为社会主义持有建立民主自由、公平正

义和人道和谐之社会价值理想的现实途径。

毛泽东同志认为, 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跳出历史兴衰循环的法宝就是民主。邓小平指出: /没

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0½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0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本质和核心。0¾ 可以说, / 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 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0, ¿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取向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实现民主自由进行了长期浴血奋

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 大力发展人民民

主, 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中国人接受民主和人权这样的价值观, 但

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实现这些价值观0。À 实际上, 中国一直在探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力求不断扩大人民民主, 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拓宽民主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

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注重发展基层民主, 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

推动城乡社区建设, 深入推进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 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

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 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 /社会主义社会的本

质要求0, 社会公平和正义是 /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0, 民主与法制是 /社会主义制度的内

在要求0, 社会和谐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0 等重要论断。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

中指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 是在发

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

断改善人民生活, 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0Á 所有这些都表明, 民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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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6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 230、29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6 第 4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第 120、175 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6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第 760 页。

¿ 5邓小平文选6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第 168、372) 373 页。

Á 胡锦涛: 5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 ) ) 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6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第 28、29、17 页。

郑永年: 5中国也是思想的生产者6 , 5环球时报6 2008年 3月 18 日。



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

再次,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既是社会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 也是激发社会活力的强大精神

力量。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只有符合植根于历史传统并体现时代要求的价值取向,

才能成为动员全体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的推动力和凝聚力。

自古以来,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就深深熔铸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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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 孕育了具有中华民族独特品格和气质的价值观念。

民族精神既是对民族的历史创造活动的反映, 也是对特殊的时代性问题的回应, 从而必然带有

一定的历史时代的烙印。没有民族精神作为根基, 时代精神缺乏深厚的社会历史底蕴, 很难深

入人心, 掌握群众; 同样, 没有时代精神的激发, 民族精神也只能是僵化的思想, 民族精神的

生命力只有融入时代精神的开放性、创造性、超越性才能展现其魅力和价值。近代中国的落伍,

就在于民族精神没有获得时代精神的充分注入; 而现代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崛起, 则在于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的相互充盈和交相辉映。

民主自由是历史性的概念。在漫长的中世纪, 欧洲既没有民主自由, 也没有人权, 有的只

是神权、王权。除了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微弱之光外, 欧洲长期处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黑暗中。

民主自由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人类漫长的探究摸索, 其中也包括中国古代对民本思想的追求 ) ) )

/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0。¹ 但是近代以来, 中国人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为了

反对封建专制, 追求民主自由, 中国人前赴后继,不懈奋斗。这恰恰说明了民主自由代表了人类

历史的发展方向。/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拥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 实现自由民主所需要

的具体改革和政治发展道路正在探索之中。0/ -自由民主. 是现代中国新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0。º

中华民族也在不断探索公平正义社会的建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因痛恨不公正的社会

遭遇, 憧憬 /均贫富0 的理想而发起。/不患寡而患不均0 的民意, 尽管带有平均主义色彩和历

史局限性, 但仍然是追求人人平等的价值理想的反映。/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

乐0 ) ) ) 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社会理想的精神境界。

人道和谐, 更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理想。孔子所说的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0, » 是一种

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的人道主义精神, 墨子所说的 /兼相爱交相利0, ¼ 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

帮助的人道和谐的价值观, 尤其是中国的 /和0 哲学更是中华民族对人类价值观念的最大贡献,

换言之, 通过注重集体人权, 可以矫正片面的个体人权。中国古代就有 /和为贵0 的理想, 追

求和谐的人际关系。5中庸6 曰: /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0½ 孔子提出的 /和而不同0, 张载提出的 /仇必和而解0, 不仅提倡包容

差异、化解矛盾、弥和冲突, 而且倡导了差异之间的和谐相处之道。

上述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价值观, 对全人类的历史发展方向而言, 无疑具有普遍的意义。

但在传统社会, 它们只是排斥了人民的统治者内部所倡导的规范, 因此是片面的、难以真正实

现。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理想的历史性就否认它们的普遍价值, 我们可以通过努力不断扩展这些

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想的适应范围和体现深度。对外, 我们主张和平发展, 构建公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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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语# 郑语6。

刘建平: 5不要把自由民主妖魔化 ) ) ) 与 3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4 作者潘维教授商榷6, 5环球时

报6 2008 年 2 月 14 日。

5论语# 颜渊6。

5墨子# 兼爱6。

5中庸6。



秩序; 对内, 我们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构建和谐文化,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重要任务。/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事件, 还是一起文化事件。和谐集体的理想说不定

最终会与美国梦一样充满吸引力0。¹ 和谐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有所不同, 但追求和谐公平的社会, 强调自强不

息和开放进取精神始终是其主流。

最后, 社会主义荣辱观所包括的八种美德, 分别体现了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

开放进取这些价值规范。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与社会主义法制规

范相协调, 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 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相一致, 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道

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基本保证。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框架的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荣辱观并不是核心价值观念, 但它

所规定的社会规范则是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并反映了它的具体要求的。热爱祖国、服务

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 ) ) ) 一个有这样美德

的人, 才能热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才能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 才能尊重其他人的自由

权利, 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工作。譬如, 如果说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

基本价值取向, 那么以服务人民为价值取向的政府和公务员就应该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己任。公

务员只有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 才能成为一个热爱祖国、服务人民、遵纪守法的好的 / 人民

勤务员0, 一个拥有人道和谐价值观、团结互助、诚实守信的人, 如此等等。

综上所述, 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境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 体现了传统美德和时代要求的行为规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 主要应包括

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这三组观念。

三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进一步提炼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 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

首先, 提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 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群众中的感召

力和影响力。

为了让群众更加容易地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和实质, 需要提炼出便于人们理

解和记忆的若干最重要、最关键的价值观念。鉴于理论体系的复杂性, 人们往往出于思维的经

济性和语言的简洁性而以形式省略内容, 这就容易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宣传和推广过程

中变成简单的口号。如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八种美德, 鞭笞八种恶行, 人们常将之简化为 /八

荣八耻0, 结果, 在便于记忆的同时也使人们遗忘了 /八荣八耻0 的丰富内涵。

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这几个核心价值观念, 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基本价值追求、价值理想和价值规范, 又简洁明快、琅琅上口、容易铭记, 且形式和内容统一、

指向明确, 不会在传播过程中流变成为单纯的形式、空洞的口号或失去内涵的数字。另外, 这

些价值观念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易于为人们所感受、所体验、所接受、所

铭记, 非常适宜感召群众, 增强人民的认同感。

其次, 提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 有利于占领思想文化的道德制高点, 掌握话语制造

权和舆论主导权, 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国际论域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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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价值观竞争中, 西方国家仍然占据强势地位, 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我们应该从西

方国家的话语战略中汲取经验, 譬如, 他们从来都是把民主、自由、人权挂在嘴边, 几乎不用

/资本主义0 或资本主义的某种理论体系来参与话语竞争。其中原因, 值得我们认真严肃地反

思。我们不应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口号, 而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和观点, 去抗衡反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方法和观点; 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 去抗衡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不能因

为资本主义国家也谈民主自由, 我们就回避民主自由的价值。他们谈的民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

民主自由, 我们谈的则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我们从来不反对民主自由, 而是反对资产阶级

民主自由的片面性和虚假性;我们从来不反对人权,而是反对资本主导的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性。

过去, 在 /人权0 问题上, 我们有过经验教训。一段时间, 我们不愿意直接谈人权, 结果

西方反华势力趁机抓住话语权, 将我们置于被告席而使我们处处陷于被动。后来, 我们也理直

气壮地谈人权, 反而逐渐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现在, 西方反华势力缺少直接攻击中国人权的

借口, 又开始要求中国负起大国的国际人权责任, 与他们一起干涉他国的所谓人权问题。对此,

我们应当高扬人道和谐的价值, 主张将国际间的竞争关系转化为相互依存的关系, 掌握话语制

造权、道德制高点和舆论主导权, 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不干涉他国内政, 尊重他国人民的

政治选择, 把人道与和谐结合起来, 把人权与社会利益、人类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是中国在价

值观方面对世界的贡献。

最后, 提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 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在统一性, 增

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华民

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所内涵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凝练成为 /民主自

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0 这几个价值观念, 可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统一性。

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 ) ) ) 这些价值观念体现着历史进步的方向或趋势, 反映了

大多数人的理想, 是人类文明历史积累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 它们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因而具有某种普遍性。理直气壮地打出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的旗帜, 有利于感染群

众, 凝聚人心。

马克思主义反对所谓超历史、超现实的普适价值, 任何价值观念的背后都有其社会性质和

历史性质。所谓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 无非是其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和趋势而已。譬如,

近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就代表了特定时期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要求;

封建主义的等级制和血统制的价值观, 由于有悖于历史发展的潮流, 就成为被历史逐渐淘汰的

价值观。如果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话, 那么社会主义就应该把资本主义因其历史局限性

而无法全面实现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加以彻底实现, 并且把这种彻底实现作为自

己的价值取向。

为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我们要尽力提升我们价值观念的 /普世

性0, 扩大其影响力。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掌握国际国内思想斗争的话语权和舆论影响的主导

权。需要指出的是, 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普遍意义, 不是抽象的普遍性, 而是

指保持理想状态的引导性理念的力量。这种 /普世0 所指的不是永恒不变的本质, 而是代表历

史发展前进方向的价值取向。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丰富充

实、改变形式和内容的理想性价值, 是不断超越发展空间的社会引导性思想观念。人类社会永

远需要开放、进取、创新, 因此, 永远有更高境界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

1责任编辑: 柯锦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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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ll as const ruct ive ideas for the reform of Chinaps polit ical system.

(4) Social Equity and Just ice and the Construct ion of Polit ical Civilization
H an Zhen, Yu Wujin, Guo Qiyong , Chen Qiaoj ian and Li J ianhua # 44 #

Social equity and just ice are substant ive issue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polit ical philosophy.
As pr imar y elements in nat ional prosperity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they are
fundamental long2term issues for the const ruct ion of a socialist polit ical civilizat ion in China, and
ar e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untry in this crit ical era of fur ther advances in r eform and
opening up. In r esponse to the call put forward at the Seventeen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polit ical system, " ÷unswervingly develop socialist democrat ic polit ics"
and ÷foster ideas of socialist democrat ic rule of law, freedom and equality, and fairness and
justice, " and in an at tempt to actively explore the basic values and polit ical ideas necessary to
safeguard social equity and just ice and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the Nat 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 and Polit ical Civilizat ion was joint ly hosted at Yueyang,
Hunan Province, in May 2008 b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ress, the School of Humanit 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T singhua Univer sity, and t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 at ion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More than thirty scholars and exper ts from univer sit ies and research center s
part 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 out of which this special issue has been or ganized. Professor H an
Zhen from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Value and Culture i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rgues that a
fair, just and harmonious society needs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as its guiding principle and
cultural support . T his system, having incorporated the theor et ical pursuits of Marxism, the
realm of ideals of socialism, the nat ional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spirit of the age, and
behavioral norms r eflect ing t radit ional virtue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age, should include
three main pairs of ideas: democracy and freedom,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humanity and
harmony. Pr ofessor Yu Wujin from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 ar y Mar xism Abroad at Fudan
Univer sity holds that fairness and just ice are fundamental values of modern civilized society. As a
late developer, China is deficient in the cultural soil that nurtur es the modern values of fairness
and just ice. Specific ways of cult ivating this soil includes developing character with an awareness
of legal rights, establishing subjects of universal moral pr act ice, possessing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uality of enlightenment , and reflect ing deeply on the unconscious level.
Professor Guo Qiyong of Wuhan Univer sityps Tradit ional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and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Chen Qiaojian fro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s Postdoctoral
Mobile Workstation pr opose that in terms of dist ribut ive just ice, the Confucian school
represented by Confucius and Mencius advocated that polit ics should be conducted to realize and
protect the privat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should be used to maintain the
operat ion of the state and provide social welfar e for old age support , social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 In terms of polit ical philosophy, Confucius and Mencius expounded the basis of polit ical
legitimacy in terms of÷heaven, " ÷the rect ificat ion of names" and÷the people as the foundat ion, "
indicating a burgeoning awar eness of public r esponsibility and civil r ights. Professor Li Jianhua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in Central South Univer sity defines procedural just ice in
public policy as making choice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administ rative regulat ions and in line with statutory orders, means and procedur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vising, implement ing, assessing and ending public policies. It s inherent vir tue lies in
ensuring that policy choices do not deviate from the public inter est and that the stateps public
power respects civil rights and consciously const ructs a r at ional social order in the decision2
making pr ocess.

(5) Micro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Myster y of Chinaps Trade Volume Growth: 197822007
Wu Fuxiang and Liu Zhibiao # 70 #

The ÷gravity equation" is usually adopted by internat ional t rade researchers in explain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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