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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我国公众的道德状况究竟如何？
仅仅从感觉出发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本书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实证的方法，以描述当前社会道德状况为基础，通过全面而准确呈现整理
、汇总后的调查资料，对当前我国社会广大居民的道德实践、道德心理及其形成背景作深入具体的考
察，展示实际道德的真实状况，并对“应该如何对待道德现状”给出回答，探讨推进道德发展的各种
适宜条件，进行预测分析，确立我们社会的道德未来发展的方向，为构建适合于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
体系提供丰富而翔实的材料。

　　改革开放的深刻变化使我国道德 领域受到重大冲击。
相当一部分人对目前的道德状况十分忧虑，甚至有人指出，出现了道德的整体滑坡和危机。
本书以社会调查为依据，揭示了当今社会各阶层、各年龄层和各种政治面貌人群的道德表现，揭示了
中国道德状况的真实面貌；它包括人际关系、公共生活、家庭和职业场所等领域：包括传统道德与西
方道德对人们的影响；此外，对信任和社会公平两个热点问题，本书也从道德层面提供了有价值的调
查结果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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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位置：60％以上的人信任／244    ·广播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打工者和下岗失业者信任的比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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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打工者表现出最强烈的道德困惑。
    不同就业状况的人对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问题的回答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我们知道，不同就业状况的人所面临的人际关系非常不一样，因此，各人的就业情况可能影响到他(
她)对人际关系处理方式的认识。
有意思的是，“在职者”与“失业、下岗者”的各项选择都比较接近，并且十分接近平均值，由此可
以推断，失业、下岗者与在职者在社会认知、道德意识上保持相似性。
失业、下岗者往往曾经是城镇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因企业倒闭、重组或机构精简等而失业、下岗，但
他们仍然与在职者在人际关系处理方式上具有相近的态度，更认可与正统倾向相一致的道德观念。
可以推断：尽管失业、下岗者暂时生活困难、经济无保障，却没有直接影响到他们的道德观念，或者
尚未根本改变他们的待人方式。
可见，人们的道德观念一旦形成，将保持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并不因经济、个人生活变动而立即发生
急剧改变。
所谓“打工”，最初指进城的农民以及没有当地户口、“漂”在某城市的成年就业人员。
“打工”是个模棱两可的指称，也许一个打工者所做的工作其内容和性质与在职者完全一样，但由于
他(她)没有正式户口或人事档案关系等而在身份上变得特殊起来。
将打工者单独列出来，也反映了我们社会的无奈现实。
正是由于这样的“无根基”、“无归宿”的处境，打工者表现出最强烈的道德困惑，他们中有7.4％的
人回答“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人我关系。
这说明在实际生活中，打工者更可能或更经常遭遇到如何看待自己与当地人或当地社会的关系之难题
。
虽然他们实际地身处其中，却又分明是一个“外来者”，时常生起“异乡人”的感觉。
他们与邻居、同事(更不用说陌生人)之间难以形成“守望相助”的人际氛围，“边缘人”的地位又不
足以支持他们形成自身的道德信念，结果就产生了无所适从的困惑。
离退休者中只有0.9％的人回答“不知道”，显然他们自认为最了解处理人际关系的正确方式，他们
中42.7％的人选择了“先人后己”，还有20.9％的人回答“利己不损人”，他们的回答明显不同于在家
务农者和学生。
在家务农者最高比例地选择了“利己不损人”(42.2％)，却最低比例地选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32.5％)。
学生中只有最少的人选择了“先人后己”(12.4％)，却最多选择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45.0％)。
    中国传统道德的主体内容都是围绕他人与自身的关系展开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人我关
系优先的道德倾向。
人我究竟应当处于怎样的关系之中呢？
时代的变迁动摇了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在变革中，一些人积极适应，一些人消极抵制，还有人
难以取舍，结果，就表现为人们在此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符合传统道德精神和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先人后己”只有不到1／5的人奉守，超过1／3的人主张“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的与市场经济秩序相吻合的方式。
与此对应，“利己不损人”的选择比例也仅比“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略低0.5％，这表明市场经济所
带来的冲击确实对人们的实际交往方式和道德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单纯利他、奉献式的行为方式不
再受到重视，而对牟利或不损害他人之下的自利等方式给予了充分认可。
这一趋势正显示了我们社会道德的最真实状况：一方面它有别于传统道德精神，另一方面它也不同于
革命道德，而是市场经济时代下的新现象，我们必须充分给予关注，并做出积极应答。
P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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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前我国公众的道德状况究竟如何？
仅仅从感觉出发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本书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实证的方法，以描述当前社会道德状况为基础，通过全面而准确呈现整理
、汇总后的调查资料，对当前我国社会广大居民的道德实践、道德心理及其形成背景作深入具体的考
察，展示实际道德的真实状况，并对“应该如何对待道德现状”给出回答，探讨推进道德发展的各种
适宜条件，进行预测分析，确立我们社会的道德未来发展的方向，为构建适合于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
体系提供丰富而翔实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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