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理想与精神追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社会理想与精神追求>>

13位ISBN编号：9787010077710

10位ISBN编号：7010077711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雷洪 编

页数：344

字数：34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理想与精神追求>>

前言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在发生亘古未有之巨变的近现代，中华民族精神一方面经受了巨大的挑战，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
同时也得到了新的磨炼、丰富和扩展。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已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同时更是文化实力的竞争
。
一个民族，没有强大的科学技术，一打就垮；没有民族精神和文化，不打自垮。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文化，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依赖于并体现于文化精神的先进。
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伟大社会实践中，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尤其应当把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作为重中之重。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
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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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一直闪耀着民族精神
的崇高力量。
一个时代现实的民族精神特征，是这个时代中生活的人民的重要精神生态。
    在当代，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状态如何呢？
本书以实证调查方法及大样本抽样获取的资料，从8个方面首次报告了中国公众在现实的生活中所展
现的民族精神状态，并分别比较分析了不同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人群、地区的公众所表现
的民族精神的特点及差异性。
    作为研究者，本书的作用是对公众的报告；作为读者，本书则可作为自我精神的镜子。
本书希望中国公众更了解自己，并共同将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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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同地区公众对靠自己的知识、能力、特长获得财富的看法大体一致：赞成的比率最高的是湖北
人，为83.8％，最低的是黑龙江人，为80.9％，其余的都在82.0％左右。
　　不同地区者对靠家庭获得财富的看法大体一致：赞成的比率最高的是陕西人，为14.6％，最低的
是广东人，为11.1％，其余的都在13.0％左右。
　　不同地区公众对靠关系获得财富的看法略有差异：赞成的比率最高的是北京人，为11.9％，最低
的是黑龙江人，为7.8％，其余的都在9.0％左右。
　　不同地区公众对靠权力获得财富的看法略有差异：赞成的比率最高的是黑龙江人，为11.8％，最
低的是上海人，为7.3％，其余的都在9.0％左右。
　　不同地区公众对靠投机取巧获得财富的看法有差异：赞成的比率最高的是广东人，为9.9％，最低
的是北京人和湖北人，为4.4％，其余的都在5.0％左右。
　　不同地区公众对靠运气、机会获得财富的看法有差异：赞成的比率最高的是湖北人，为49.2％，
最低的是黑龙江人，为39.5％，其余的都在40.0％左右。
　　不同地区公众对靠菩萨、上帝、老天获得财富的看法略有差异：赞成的比率最高的是黑龙江人，
为3.9％，最低的是湖北人，为0.8％，其余的都在2.0％左右。
　　对获得财富途径的选择，依比率不同地区公众排在前三位的都是靠自己的劳动、靠自己的知识能
力特长、靠运气、机会。
排在后三位的，北京人、黑龙江人、陕西人、湖北人均是靠关系、靠投机取巧、靠菩萨、上帝、老天
，上海人是靠权力、靠投机取巧、靠菩萨、上帝、老天，广东人是靠关系、靠权力、靠菩萨、上帝、
老天。
　　分析说明：不同地区公众虽在获得财富某些途径的认识上有一定差异，但总体而言，各地区公众
对获得财富的途径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们多数均认可靠个人的劳动和能力等途径获得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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