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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谐社会与权力道德生态》以和谐社会为研究背景，以权力道德生态为中心线索，围绕权力道
德意识、道德行为与道德关系，对广东、广西、福建、安徽、天津、黑龙江、湖南七个省份政府公职
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全面展现了我国当前权力道德生态的境况与特质，探讨了问题成因与构建路径，
以破解当前我国因权力道德生态问题引起的政府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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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土红，1976年生，湖南临武人。
中山大学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
现为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政治伦理研究、人的现代化发展与价值变迁研究。
已独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
上一等资助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湖南省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各1项，参与中山大学“985”重点工程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和湖南省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5项，出版专著1部。
近年来，在《哲学动态》《伦理学研究》《中国青年研究》《太平洋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
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4篇，被《中国哲学年鉴》收录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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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导论走进和谐社会语境中的权力道德生态 第一节权力道德生态：社会和谐直面的伦理话语 第二
节权力道德生态研究的意义、脉络、方法及创新之处 第三节权力道德生态研究的境况与同限 第一章
权力及其道德生态 第一节权力及其道德追问 第二节权力道德生态：缘起、内涵与结构 第三节权力道
德生态何以可能：思想溯源与学科价值 第二章社会和谐与权力道德生态 第一节社会和谐：人类永恒
的价值诉求 第二节优良的权力道德生态：走向礼会和谐的必由之路 第三章和谐社会语境中的权力道
德生态：实证视角 第一节权力道德生态的问卷与调查 第二节权力道德生态的基本境况 第三节权力道
德生态的相关性分析 第四节结论：失衡的权力道德生态 第四章和谐社会语境中权力道德生态的特质
与问题 第一节权力道德生态的特质：传统与现代的艰难抉择 第二节权力道德生态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
权力道德生态失衡的成因 第五章和谐社会语境中的权力道德生态构建 第一节由虚幻到真实：权力道
德生态建构的理论流变 第二节由“天道”走向“人道”：生活世界的权力道德生态 第三节和谐社会
语境中权力道德生态的建构路径 结语从身份到契约：现代权力公共精神的铸造 参考文献 附录权力道
德生态研究调查问卷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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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个人价值湮没职业价值。
在价值多元时代，主导价值消解，新的价值尚未形成，社会并未为我们提供有效的价值参照体系，部
分政府公职人员很难找到工作的价值感。
调查显示，有39.6％的政府公职人员并没有体验到工作的归属感，有23.5％和4.7％的人认为付出与工
资回报不太公平和很不公平。
有20.9％的人认为处理公务是为了单位的利益，有7.0％的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因工作未按时完成，对加班持乐意态度的人也仅为51.9％。
种种迹象证明，在全球化多元价值的激荡中，部分政府公职人员个人本位思想凸显，职业价值与职业
归属湮没于个体价值之中。
 （2）工具价值吞噬目的价值。
在多元价值语境中，政府公职人员在涌动着对人生价值追问的同时，也出现了较明显的世俗取向，把
目光聚焦在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上，将权力道德从职业生活中剥离了出来，失去了职业本身的目的价
值。
这一点，在政府公职人员的人生目的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政府公职人员认为，活着是为了家人和自己，活着是为了国家和社会的人数仅
为3.7％。
诚然，爱家、为家、顾家也是一种美德，但权力持有者把所有的精力均置于“小家”中，过分淡化“
国家”观念，与其职业多少会有些相左，甚至还可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
 （3）经济价值胜过政治价值。
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人们的利益有关。
”市场经济建立以来，义利关系得到了重新阐释，人成为“经济人”。
但“经济人”过度膨胀便是道德人与政治人的丧失。
调查显示，在工作归属上，政府公职人员选择在政府机关工作，缘于工作稳定、社会地位高、待遇优
厚的比重已达73.1％，而为了实现理想抱负和人生价值的比重只有14.0％。
这说明，公职人员趋利意识相当严重，政治道德使命亟待加强。
 除本次调查外，还有学者从权力的“外围”，即普通民众对权力的相关认识进行了调查。
当问及“政府官员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形象”时，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政府官员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是
公仆与主人关系”的只占到被调查者的9.21％，而反过来持“政府官员是人民头上的‘老爷”’这一
看法的人却占到了43.17％，“人民公仆”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当问及“政府最该管的事”时，被调查的9个群体中有8个群体把“反腐倡廉”排第二位，仅次于“普
及教育”，剩下的那个群体则把“反腐倡廉”列在第一位。
这反映了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人们对于惩治腐败的强烈呼声。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多元价值相互激荡，政府公职人员“经济人”和“道德人”的问题还会进一步
凸显，如何“实现经济的伦理回归”也是权力道德生态面临的时代课题。
 3.社会转型期制度伦理的缺失：权力道德生态失衡的根本原因一般而言，制度伦理（此处多指政治制
度）有两重意蕴：一是指政府或权力制度的道德化，即制度本身符合正义原则，具有道德合理性；二
是政府制度或权力伦理制度化，强调的是依靠制度力量来规范人的道德行为，为“道德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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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与权力道德生态》试图通过调研与反思，为党政机关拟订政策和理
论部门从事研究提供实证性资料来源与参考，并借此唤醒人们对权力道德的深切关注，使权力的政治
功用服从正义原则的引导，引领权力之舟驶向人间的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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