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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的研究综述

黄三生

（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学界在把握价值、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等相关概念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作了不同的解读，主要表现

在：区分了不同主体和称谓的价值观，并尝试性地界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普世价值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的关系进行了辨析。对国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

念研究的梳理，有助于更好地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综述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志码：A

当前学界就如何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开了全景式、多视角的研讨，凝练出80多种具有代表性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表述。但至今还没有一种表述能取得政界、学界、民众的一致认可与共识，这与

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存在不同解读有莫大关系。因而有必要对已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

念解读进行梳理，以期能更准确地把握概念。因为把握概念是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解读

1.1 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和称谓

国内学界关于价值的内涵已取得基本共识，大多持“关系范畴说”①。对价值观内涵的理解也大同小

异，一般认为价值观是人们对价值问题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②。核心价值观这一概念是近年来学界出现

的一个新提法、新表述。基于视角的不同，解读有所不同。李德顺［1］，孙伟平［2］，宋惠昌［3］13-14从价值观所处

的基础性、支配性地位来理解核心价值观；基于不同功能对社会变革与进步起维系和推动作用的思想观

念、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4］；能维持社会基本团结的价值观［5］；能够成为人们的精神路标）理解核心价值观
［6］；祝灵君［7］，王绍光［8］既强调了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又界定了其外延；韩振峰［9］，戴木才［10］，公方彬等［11］基于

地位、功能和特征的视角理解核心价值观；侯惠勤［12］则认为核心价值观可概括为“制度精神”。

“价值观总是和特定的主体相联系，是一定主体的价值观。”［13］我国核心价值观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主

体有所不同，因而称谓也有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对应，政治话语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称谓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术话语中，因主体不同而称谓多样，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代中国

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等，但多数援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此，学界代表性观点是：

1）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般与特殊的关

系，当前要说的实际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4］。

2）从国家与公民两个主体出发，将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称为主导价值观，而把以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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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叫做共同价值观［15］。

3）认为“国家”、“社会制度”、“政府”、“政党”都是价值主体，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观，但国家的核心价值

观最根本，也最重要［16］。

1.2 不同称谓的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1）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个性共性论”观点具有代表

性。李忠杰［17］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既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性，又有中国的个性，

还具有时代性。如前所述，李德顺也持这一观点。

2）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同中有异说”认为，如不谈及政治制度，两种提

法是一致的。而如果要凸显制度属性，应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要突出功能属性，则提中华民族核心

价值观，这一提法在当前形势下更有其意义和价值［18］。“核心说”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中华民族核心

价值的核心部分。因社会结构、阶层、宗教等差异，有的并不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但也可以是爱国主义

者［19］。

3）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徐国民［20］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

们对社会主义的最根本、最核心的观点和看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价值驱使和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社

会核心价值观是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对该社会近期奋斗目标的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最终价值驱使，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近期目

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自由”。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1.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定义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文献虽多，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严格定义的并不多见。学

界主要根据已有的对价值、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的一般性共识，从来源、构成、特征、作用等方面界定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1）基于来源、构成及特征的视角。陈秉公［21］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基础上，由国家凝练和建构并由国家公共权力普及推行的价值观念系统。它由一组价值观念有序构成，集

中表现了中华民族和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价值理想、价值取向和价值规范，具有科学性、民族性、时代

性、包容性和开放性，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

2）基于来源、构成的视角。徐根初［22］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社

会主义价值问题的根本看法和观点，是社会主义社会倡导的最基本、最主要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信

念、价值标准的总和。”

3）基于作用、构成的视角。孙其昂等［23］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整个社会价值观系统中起主

导作用，由具有鲜明社会主义特色的价值信念、价值信仰、价值目标、价值观念、价值规范等维度组成并发

挥正向性行为导向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心理倾向系统，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人民群众为价值主

体，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取向，以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原则，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

值旨归的逻辑结构系统。”

从这些定义可知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在其来源、构成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相关概念关系辨析

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不仅要明确其内涵，而且要区分其外延。这就要求正确认

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普世价值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等的关系。

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对于二者关系，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内核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较多。戴木才［24］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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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内核和最高抽象。张利华［25］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完整的结构，其内核是核心价值观，围绕

核心价值观由里到外有伦理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经济价值观等。有学者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核心价值体

系的内核，是整个价值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核心理念，是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最稳定

的部分［26］。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它浓缩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内核［27］。还有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本质和内核，处于“硬核”部

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统率着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观念［28］。

2）“一致说”。有学者指出，二者在本质和外延上是一致的，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就是构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9］。宋惠昌［30］认为二者虽有联系和区别，但在本质内容上一致，可以通用。当然要

考虑不同的语境或场合，恰当地加以运用。

3）“一致且区别说”。这观点在学界较为普遍。陈静等［31］认为，二者具有一致性和同质性。从广义上

说，二者是同一的，都属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范畴，受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

基础；从狭义上说，二者在切入点、目标和内容方面有区别。方爱东［32］认为，二者具有一致性和同质性。都

属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范畴，受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问题的两种不同概括。但二者各有侧重，有所区别。韩振峰［33］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统一

的，都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严格意义

上说又相互区别。

4）“概括说”。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能存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内，它是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的高度凝练及抽象概括，集中体现这种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根本价值理想

和价值目标［34］。

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

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无疑会遭遇当前尚有一定市场的普世价值观。对于二者关系，学界代

表性观点是：

1）“对立说”。靳辉明［35］认为，“以人为本就是普世价值”是对以人为本做抽象的理解，和人本主义联系

在一起，主张以人为本的基本内涵就是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思想成果，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的重要内容。这和当前所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陈先达［36］认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是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性质相一致的主导价值，不是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体现；坚持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重视人类文明进步和文化交流中形成的以普遍形式出现的“价值共识”，但拒绝西方中心论

的普世价值观，特别要揭穿它的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顶住其以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念作为普世价

值而对发展中国家施加的政治压力和舆论攻势。侯惠勤［37］认为，“普世价值”以当下大多数人的认同为其

存在和力量的前提，因而必定是时下西方强势话语的渗透方式。提炼出简单、明了、制度特征鲜明而又与

优秀传统、人类文明未来相一致的核心价值观，并着力加以培育，是当务之急。还有认为，作为西方非意识

形态化思潮“集成芯片”的普世价值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我国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铸造中国自身的“价值芯片”［38］。

2）“超越包含说”。李德顺［39］认为，我们对自己核心价值的确立与表达，如果它是科学的合理的先进

的，那么就不应该与对当代普世价值的认同和担当相冲突，而是可以揭示出二者之间的交叉之点和重合之

处，自觉地将普世价值担当包括在核心价值之内。徐景安［40］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是社会主义

特有，区别于资本主义，一定包含而决不排斥资本主义创造的普世价值观。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既体现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最高价值，又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和

总体布局；是社会主义特有的，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对一种更自由、更民主、更公正社会的价值诉

求，因而具有更高的普世性［41］。

3）“普遍与特殊关系说”。有学者认为，普世价值观是人类最根本的共性［4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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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观相比较来说，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要针对价值观适用的具体条件和场合。可以

承认从人性的普遍共性出发的普世价值观，批判别有用心的人或敌对势力所界定的普世价值。

近年来，普世价值思潮盛行，对中国核心价值观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这是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原因。

2.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代表性观点是：

1）“辩证统一说”。陈秉公［43］认为，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本质体现，后者是前者的知识

基础和价值基础，对后者具有提供优质价值资源的作用。

2）“本质一致说”。李德顺［44］指出，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之间有本质的一致性。一般说来，阶级、政党、

国家的价值观念，就是它们的意识形态，二者本质上是一回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意识形态体系的核心，

实质上就是一定主体的价值观念体系。

3）“核心说”。冯周卓［45］则认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社会价值观。

2.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05年，李忠杰［46］就认为争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可能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推向前进的一个着力点，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切入点。十六届六中全会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后，学界从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个视角，对这一论断给予

了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

1）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层面。田海舰等［47］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

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更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2）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徐景安［48］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思想保

证和行动指南。吴向东［49］认为，如果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就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

义。没有社会主义价值观上的自觉，我们就不能真正懂得社会主义。曹建文［50］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精神内核，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标志，从最深层次科学

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戴木才［51］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是一个事关如何进一

步科学、正确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

3）从文化视角，李德顺［52］认为，探索价值体系，表达价值观念……是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方面的一大突破，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含有的一种文化觉醒和文化自觉。

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至“兴国之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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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高度，凸显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之重要意义。

通过相关文献综述可知，学界在对价值、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已有认识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概念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对未来研究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一是尝试从来源、

构成、特征、作用等方面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这为人们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提供了借

鉴；二是区分了不同主体和称谓的核心价值观，这有利于人们更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三

是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今中国的重要性，这有助于人们认识到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意义。但学术研究难免见仁见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新概念尚未取得共识也纯属正常。为

了能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尽快凝练出具有共识性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范畴，以下方面需

要学界进一步关注。

1）要跳出纯理论研究的窠臼，注重现实层面的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一个在当下中国

具有极强的理论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的课题。因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必须重视对现实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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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怀。这里的现实，不仅包括纵向的古今现实，也包括横向的国内外现实。一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理论研究必须面向现实，注重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否则就失去了理论研究的价值；二是只有重视对现

实层面的研究，才能更好地引申出正确的、针对性强的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识。当前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实层面的研究还亟待加强。

2）要关注最广大人民的价值诉求，摈弃脱离最广大人民主体的自说自话。我国的价值观具有社会主

义制度的属性，而最广大人民是社会主义的主体。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是以最广大人民为主体

所追求的价值价值理想、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对其进行研究不能不关注最广大人民的价值诉求。而当前的

研究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路径取向，缺乏对最广大人民的价值诉求的关怀，不利于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精髓。因此，有必要建构面向现实、关注最广大人民的价值诉求的自下而上路径，以凝练出契合最广

大人民价值实际、满足最广大人民的价值诉求的核心价值观。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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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Outlook

Huang Sanshe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The academia has undertaken multi-perspective studies on socialist core values based on clear distinc-

tions between the value，the value outlook and the core value outlook of socialism. Those studies mainly discuss

how to distinguish the core values with different subjects and titles，define the outlook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outlook and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univer-

sal values，socialist ideology，socialism（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tc. This paper aims to conduct the do-

mestic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outlook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which may help to define the outlook concept

and refine the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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