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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公务员政治思想素质读本》的写作，力求在准确介绍公务员政治思想素质的含义、特点和
作用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提高各方面素质的途径和方法，解决政治思想素质“应该如何”和“怎样提
高”的问题；同时，在内容上，注意兼顾理论性、知识性和通俗性。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能使这《国家公务员政治思想素质读本》对公务员队伍的政治思想素质建设有
所裨益。
当然，这只是作者的良好愿望。
由于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不深，错误和疏漏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李善岳教授帮助审阅了《国家公务员政治思想素质读本》的初稿，并提出了宝
贵的修改意见。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也对《国家公务员政治思想素质读本》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此，谨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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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行政信仰　　信仰是指人们对某种事物或具有最高价值的理论主张、学说、思想、宗教或
某个人的极度尊崇和高度信服与信赖，并把它奉为自己一切言行的准则和指南，用以指导行动，确立
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一种心理倾向，是一种深信不移、甚至终生执着追求的意志行为。
在心理上，它表现为对某一事物的向往、追求和仰慕，是一种极端信服和崇拜的心理状态；在行动上
，它表现为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配下去解释、改造自然界和社会。
信仰是富于思维的人类所普遍具有的意志品质。
　　信仰不是知识，而是使知识有效的意志决断；信仰又基于知识，惟有受过科学教育洗礼和启蒙运
动开导的文明人，方足以言信仰，因此说信仰是伴随着知识而起的一种心理状态，是知识的一种变化
形态。
知识是思想或理智的产物。
思想或理智的活动可以表现为许多不同形态，信仰、感情、意志等表面看来似乎与理智相反，其实都
弥漫着思想的活动，蕴藏着理智的成分，都可以说是知识的不同的形态。
但是，信仰中所包含的知识，其来源与从严格的科学方法得来的知识是不相同的。
构成信仰的知识大都是无意间不自觉地得来的，往往是无形间受熏陶、感化、暗示的结果。
信仰的养成，主要基于具体的生活、行为、经验和阅历，很少出于抽象的理论推导；坚定不移的信仰
主要以事业为基础，而抽象的知识对于信仰的增进、加强或改变的影响力较小。
构成信仰的知识往往来自天才的直观和对于宇宙人生的识度，因而信仰中必然包含有理想和想像的成
分。
有信仰者必然有理想，但单纯的理想或想像，均无甚大的实际力量，惟有构成信仰的有机成分的理想
与想像，方可成为主宰行为、推动行为的决定力量。
　　由此可见，信仰大多是不知不觉间养成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绝对没有信仰。
问题在于，人们如何使已有的信仰建立在自觉的、理性的基础上，经得起理智的批评，并随着知识的
增长和认识水平的提高而加强。
信仰是知识的一种变化形态，同时也是人的行为的内在动力。
它使人的个性坚强、行为持久、态度真诚、意志坚定，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也是人的主观
能动性的表现。
　　信仰与信念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信念是指建立在认识和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意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自己认为正确并
坚信不移的观念。
它以思维为前提，是理性思维的结果。
理性思维能够揭示客观对象的发展规律并形成正确的认识，从而形成科学的信念。
可见，信念是以信仰为背景的，是确立某种信仰的内在要求，是信仰主体对信仰对象所采取的一种积
极肯定的态度。
要确立科学的信念，就不能离开科学信仰的准则和要求，即它必须以知识为条件。
知识作为人的精神世界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确立信念的一个重要条件。
信念属于知识观念的范畴。
它不仅属于知识，而且是充满着人的意志、情感和愿望并且能转变为内心信念的知识。
科学的知识有助于形成科学的信念，科学信念如果被理论和实践所证实，其内容就变成了科学知识。
它是以“情”、“意”为要素的，是人的主观认识、情感和意志的综合表现；情感、意志是客观世界
的影响在人的头脑中引起的一种内部状态，它们可以转化为人们对信仰对象活动的内控因素。
这种因素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形成自己的信念，并进而对信仰对象产生一种积极肯定的态度。
这种态度是以事实为界定的，信念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它能否经得起理性的论证、逻辑的推导和事实
的证明，能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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