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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的十六大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社会和谐”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指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应该是有生机活力、有社会公平、有和睦人际关系、有团结稳定秩序的社会”。
2005年，胡锦涛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中，对和谐社会作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论述：“应该
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党的十六届
六中全会和十七大都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原则等。
这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清晰地表明了“和谐”已经成为一个衡量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坐标，
一个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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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伦理秩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诉求一 和谐社会既是一种制度期待，也是一种伦理期待（
一）和谐社会包含着对公平正义良好社会秩序的制度期待（二）和谐社会包含着对每个社会成员精神
心灵秩序和谐的伦理期待（三）和谐社会蕴涵着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的高度融合二 伦理秩序之于和谐
社会的价值解读（一）伦理秩序从“应然”的层面规范了社会利益冲突的边界（二）伦理秩序降低了
市场交易费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支持性资源（三）伦理秩序提供了民主政治和合法政治的内在生长
点（四）伦理秩序孕育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善”的价值追求三 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研究意义（一
）完善和谐社会理论建构与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之必需（二）化解社会矛盾，提升人们心理和谐、
道德完美之渴求第一章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历史渊源一 中国传统和谐伦理思想的产生
与发展（一）商周时期的以德配天、等差有序的伦理思想（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尚中贵和、仁爱礼仪
的伦理思想（三）两汉至宋明时期的三纲五常、存理灭欲的伦理思想（四）清朝至近代的平等自由、
天下大同、新知新民的伦理思想二 中国传统和谐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一）尚中贵和、和而不同（二
）仁爱修礼、协和万邦（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四）诚实守信、惟义所在（五）为政以德、政通
人和三 中国传统和谐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一）传统伦理思想的道德内涵决定了它的当代价值（二）
传统伦理思想的世界影响和地位决定了它的运行价值（三）我国新道德建设的实践证明了它的现实价
值第二章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现实困境一 利益失衡诱发伦理失序（一）利益失衡是转
型期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二）利益失衡对社会伦理的消极影响二 内外转型消解政治认同（一）经济
全球化消解着国家认同（二）经济转轨消解着利益认同（三）体制变革消解着制度认同（四）意识形
态多元消解着价值认同三 文化多元削弱道德信仰（一）市场文化瓦解着社会的诚信意识（二）多元文
化瓦解着国家的主导信仰四 突发灾难诱发恐慌心理（一）突发的社会灾难源于过多的利益驱动（二）
突发的社会灾难加剧社会不安全、不确定心理第三章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理论难题一 
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转换（一）传统伦理秩序的历史局限性（二）传统伦理秩序现代转换的理论视
点⋯⋯第四章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价值目标第五章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
主要内容第六章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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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取信于民　　民无信则不利，官无信则不威。
诚信是政治本身应当具有的一种美德，是考量政治合法性的标准之一。
一种政治权力能否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除了从政绩上来衡量，即政治权力能否给民众带来实惠外
，还要看这种政治是否拥有诚实守信这种很珍贵的政治美德。
诚信缺失必然损害政治的合法性，损害政治的权威，并危害经济诚信、人际诚信以及整个社会风气。
所以在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过程中，政治诚信具有不可替代的导向性。
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道德，政治诚信是指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所具有的诚信品格和政治活动主体在其
活动中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循，主要包括政治理念诚信、政治制度诚信和政治活动主体诚信。
其中，政治制度、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政治诚信的重要载体。
政治制度由人治变为法治，由专制变为民主，各级政府组织、公务员都要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活动，
政治诚信的内容也要随之发生变化，由执政者的人格诚信转变为一种现代规则诚信即制度诚信，由公
务人员在政治领域中的道德品格或职业操守转变为制度、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公信度。
因此，制度诚信是政治诚信最坚实的保障，对政治的信任实质上是对制度的信任，对规则的忠诚。
当然，保证制度的诚信关键还在于人的政治理念与政治行为，党政领导干部是政治诚信的具体表现者
。
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不只是个体素质、个人操守问题，而直接代表着一级党组织或政府的政治诚信
。
当领导干部的行为、作风及其道德表现，与党的宗旨、奋斗目标、价值选择一致时，就能获得社会对
他个人及其组织的认可和信任；反之，就会造成政治诚信的丧失。
郑培民、任长霞等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赢得群众的衷心拥戴，也为党的
形象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可与声望；成克杰、胡长清之类腐败高官，则不仅严重败坏党和政府形象，也
使政治诚信受到极大的伤害。
所以，政治诚信是建构和谐社会道德建设的重中之重，它事关政治体制的良性运行，政治共同体凝聚
力的增强，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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