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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人类在文明演进过程中展开的一场自我革新的事业，其实质在于人类自我觉醒、

启蒙之后自主选择踏上更具合理性和人文关怀的新文明道路。每个国家都需要自主决定以什么

方式落实现代化的目标，其他国家，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所做出的探索、所走过的

道路，都只是参考，因此，每个国家进行的现代化事业都是不可复制、无法简单照搬的。当代

中国正在全面展开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历史，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很长一段

时间忽视公民，更遑论公民道德，以为现代化只是国家制度或发展方向上的转变，由于缺少广

大国民的参与，加之国民的日常生活意识向现代公民意识转变的不畅，中国现代化事业一直处

于曲折跌撞状态。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回答了这个

问题：公民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新社会道德，建立在较高水平的公民道德基础

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获得有力的道德支撑。2019年颁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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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百余年前，“现代化”引入中国，然而，内外部各种不利因素导致现代

化事业一直受阻。新中国成立后，重启了现代化事业，改革开放则加速了现代化进

程。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公民道德入手，培养合格的现代化建

设者，这解决了现代化主体的意识更新和道德成长问题，也从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

观念上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性，在思想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体现了我党几代领导人在

现代化问题上认识的不断深化。公民道德建设的提出不仅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社会道德发展的新趋势，更是开启了造就无数合格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者

的新事业。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将公民道德落到实处，尤其需要做好如下

三个方面的工作：抓好党的领导、深化道德理论研究和加强人的道德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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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以下简称《新纲要》）则明确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内在关联，

公民道德建设是现代化事业必不可少的环节，以公民道德建设为先导的现代化事业才是值得期

待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故此，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构成了当代中国式现代化

事业的鲜明特征。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

中国的现代化谋划肇始于清末洋务运动。虽然受到了西方列强侵略的刺激，但洋务运动

仍然是中国人自己开启和设计的现代化尝试，这场最早的中国现代化探索以失败告终。失败的

原因很多，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洋务运动只限于极少数官僚的一手操办，几乎未影响到普

通国人，绝大多数国人被隔绝于现代化事业之外。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只是促使一小批士大

夫或一小部分社会精英转向“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务实主义，广大民众却没有被真正动员起

来。然而，这之后发生的中国社会思潮的巨变，从“中体西用”之争到新文化运动再到“乡村

建设”“新生活运动”，不同阶层和政治力量纷纷登台，力图引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也逐

渐关注到基层民众的意识改变上，但都没有将民众视为现代化的主力军，采取的主要是“先觉

觉后觉”式精英主义路线。

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围绕是否现代化以及如何现代化这一重大历史问题，产生了“保

种”“保教”能否统一的深切担忧。“保种”是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力、军力，抵御外敌，维

护中华国土的完整和华夏民族的延续，这就意味着不能一概排斥西方，需要借鉴西学，开启

现代化事业就是必然之举；“保教”是整理国故，保存纲常名教和中华文脉，这就意味着要

切割出西方价值观，必须坚守“中体”，只能部分汲取西方之长，而且只能限制在器物层面，

防止西学动摇中学之根。其实，从哲学上不难厘清二者的关系：截然区分二者是机械的形而

上学，对民族的生存而言，“保教”是名，“保种”是实，名实统一，中华文明才能绵延不绝，

不断焕发新生机。“保种”与“保教”必须兼顾，因为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苍白无力的，

民族的繁衍及其文化的生生不息应当保持高度一致。然而，当时的时局并未给中华民族留下

充足的时间，内乱外困，最终保种、救亡占据了压倒性的主导地位，“保教”相关的教化工

作（包括公民意识培养、公民道德建设等）被大大延后。

中国共产党领袖对现代化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首次明确提出了“现代化”概念，他说，“我们已经或者

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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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2 ①在1959年底、1960年初，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又提出，“建设社

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3 ②

这是“四个现代化”这一提法的最早出处，这表明毛泽东接受现代化的必然性，将中国的全面

发展等同于一种现代化建设，同时他也表明了中国现代化的主体意识，即主张以我党的政治意

志全面指导当代中国的各类现代化活动。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

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

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4 ③邓小平借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小康”概念

来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这很具体形象，易于被普通人理解。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的现

代化观念包含了两个新内容：第一，他强调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生活水

平的提高这一根本目的。“小康”的一个含义就是衣食无忧，摆脱了经济匮乏，这被视为中国

式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性内容。第二，他突出了现代化建设的本位性，他十分明确我们要建设的

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而非日本式、美国式……，这显示了邓小平是站在全球化这一宏大背景

下，既看到了现代化的普遍性，又充分肯定了现代化将呈现出社会制度结构等方面的特殊性，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可能的，更是理所当然的。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提法始于邓小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5 ④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 ⑤习近平对现代化的认识又

有了深化，这尤其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习近平清晰描述了民族自主自强是中国式现代

化事业的主色调，他将现代化事业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起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共

产党对中华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担当。第二，习近平重申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社会主

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互增益，即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保证了中国式

现代化的道路方向和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达成则证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当性。第三，

习近平确认了检验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标准，那就是：是否促成了一个更加强大、更加有力的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进步、精神文明成果等都

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强后盾和有力支撑。

毫无疑问，当下正在进行的中国新时代现代化事业同样也是中国人民的自主选择，迈向现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	，《党建》2017年第11期。

⑤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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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征程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全新的变革，中国人民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力军，更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受益者。借助市场竞争释放出的创新和活力，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迭

代进步，中国正在快速追赶老牌现代化国家。随着经济成就和科技创新转化成为稳定的制度成

果，法治、民主参与、舆论监督等社会建设也得到展开，新式社会结构由此逐渐确立起来，这

些又进一步促成政治生活、社会交往、文化传承等方面的根本变化。完成了上述各个方面的革

故鼎新，理顺现代化各个领域间的内在有机联动就成为亟待解决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

这就涉及顶层设计的战略布局和统筹协调，即人们常说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对今日的中国人

来说，我们每个人都身临其境，都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参与者，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所思

所想都以不同方式汇聚成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光谱，我们何其幸焉，不仅见证了共和国现代化

事业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成为了这一伟大事业的亲历者！

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学术界有过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大讨论，得出了一些重

要结论，但因当时的讨论主要以西方经验为参照，不免带有历史局限。之后的现代化理论大多

都是从扬弃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出发的。例如，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注意到西方国家与非西

方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和社会领域的传导系统十分不同，他说，“从历史事实看，西方的现代化

始于社会的现代化（氏族的消灭以及自治城市的兴起）和文化的现代化（文艺复兴与宗教改

革），政治现代化（市民革命）的发生晚于前者，经济现代化（产业革命）的发生最晚。而一

般化的日本现代化的历史事实表明，非西方后起社会的现代化发生顺序与西方正好相反。”7 ①时

至今日，如果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社会发展成就回答这个问题，就不难发现中国正在

进行的是“长时程的现代化”“宽厚度的现代化”和“多元价值复合的现代化”，这是显著区

别于作为现代化原发地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上述这些特点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只能是自主

的、自成一体的，我们称之为“生成的现代化”，以区别于“古典现代化”（以西欧诸国为代

表）、“新古典现代化”（以北美洲、大洋洲、环太平洋区域为代表）。这样的中国式现代化模

式，不仅是理解当代中国、新时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理论框架，也是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

程的基本依据。

对迈向现代化征程的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化谋划这一战略是要花费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

时间，要经过数代人的持续努力，因此，只有经受长历史的审查才能对现代化这一宏大议题

得出合理的结论。从全球立场而言，现代化的开展将原本因地理限制被阻隔开的各国联系起

来，政治联盟、思想传播加之全球市场、国际贸易的助推，形成了超出众多单个国家之上的

世界体系。现代世界体系一旦形成，就会衍生出一系列世界游戏规则和国际惯例，并对一切

①　富永健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李国庆、刘畅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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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国家产生或推动或限制的现实性影响，任何一国的现代化不再局限在本国范围内，也无

法画地为牢，仅仅持有本位思维，相反，必须采用理性的现实主义观点才能全面认识这样的

世界格局和准确把握本国现代化事业与人类文明进程的复杂关系。其实，作为哲学问题的现

代化有共相和普遍性，无论中外古今，在现代化这一共有名称之下必然有其共同的本质规定

性内容。我们将它概括为“生成的现代化”正是要突出中国式现代化同时是一个在兼采他国

之长中进步、在不断自主革新中创造的动态过程。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在成为

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发展新模式，因为它完美诠释了“生成的现代化”的主要表现。生成现代

化回答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风尚向善等多重目标是如何一步步达成的：完

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站了起

来；改革开放带来了商品的极大丰富和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使得中国在经济建设、科教文卫

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力的增强、海外投资的增长，以及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

高，中国人民富了起来。进入新时代以来，对内实施扶贫攻坚战略，消灭了现行标准下的绝对

贫困，全面实现了小康社会的目标；对外布局“一带一路”建设，担负起大国责任，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大量援助，向外传播中国成功经验，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全方位参与国际事务和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之中，不断证明中

国已经强了起来。

	“中国本位”“中国意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本质。现代化是时代主题，是人类进步、

解放的必由之路，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必须主宰自己的现代化规划，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

路，必须避免踏入“现代化的陷阱”，成为他国的附庸。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才能保证全

体国民过上富足且有尊严的生活，因此，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

标。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同时设定了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基调，通过建构国家本

位的公民道德规范体系，促成全体国民在思想意识上的高度认同和行为习惯上的自觉，从而提

升社会领域和公共空间的普遍道德水平。

二、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公民道德建设

从现代化这一动态过程来认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我们认为现代化建设与新时代公民道

德建设是相互促进、相互增益的。现代化带来了公共教育的普及，使得知识、规则、法律成为

人人可知的行为要求，在这些知识、规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出生自动获得的差异，如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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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阶层、地区等方面的差别，将逐渐被后天的社会流动所取代。换句话说，现代化的社

会更为公正或平等。这就为自由、正义、民主等公民道德规范的实现铺平了道路。正如哈贝马

斯所言，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当代人类仍需在现代化框架内解决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

因为现代化是开放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它坚持用理性精神、世俗价值开辟道路，为共同参与

现代化建设的人们提供解决分歧、纷争或冲突的和平建设性渠道或平台。

公民道德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这也是在当代中国仍然需要大力开展公民道德建设的一

个根本原因。对于身处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中国而言，全社会范围内的公民道德建设将发挥出

传播现代思想和现代文明这一“助产术”的作用。“公民道德属于社会道德，具有公共性、广

泛性，而非个人私德。虽然道德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单纯的私德是非常鲜见的，但是不同

类型的道德所表现出的社会性程度存在极大差别，如婚姻道德只适合于成家了的成年人，职

业道德主要针对职业劳动者，公民道德则具有最大范围的社会性，任何人，只要进入公共生

活或介入政治事务之中，不论长幼、性别、种族等，都应以公民道德来要求和约束自己。”8 ①公

民道德的思想启蒙与现代化事业的现代人培育是高度一致的，它带来的现代观念对个体的知

行协调、社会结构调整的合理化和组织行为正向激励等都会有积极的促动。一方面，公民道

德建设的推进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公民道德建设也将做为一个重

要的变量通过影响那些参与现代化事业的人们之观念、意识、信仰而改变他们的行为，并最

终影响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换句话说，公民道德建设不仅成就了自身，也成就了建

设者，并因成就了建设者而使这一建设本身成为永远被后世铭记的伟大工程。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地将

当代中国的公民道德建设注入现代化事业之中，为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

指引。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显明自身的。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而言，《新

纲要》有着三个非常突出的亮点：

其一是强调了个人品德建设。《新纲要》不仅肯定了个人品德是每个社会成员安身立命的

根本，而且看到了个人品德是社会道德文明的基础，没有个人品德建设，公民道德建设就缺少

了立足点，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主体就会出现先天不足。注重个人品德建设，同时将个人—

社会关系维度设置为个人品德建设的认知框架，这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普遍性要求。有学者指

出，“从逻辑上说，孤立的个人是可能的，但人们总是生来便处于社会之中；甚至接受原子论

的人也肯定会承认，孤立的个人这一观念对于思考政治哲学问题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架

①	 李萍：《公民道德新论—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公民道德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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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9 ①将个人品德建设与公民道德建设紧密地关联起来，从而塑造有完整人格和健全社会认知

的现代化事业建设者，这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其二是高度肯定了传承中华传统优秀道德的重要性。中华传统优秀道德将为当代中国公民

道德建设提供不竭的思想源泉，通过赋予中华传统优秀道德以时代价值并做出创造性转换，中

华传统优秀道德将对全体中国公民展示出永恒的魅力。从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哲学立场出发

就会发现，现代化与旧时代既有断裂、对抗的一面，也有接续、融合甚至纠缠的一面，这就意

味着现代化并非与旧的时代、古老文明一刀两断，相反，现代化总是夹杂旧时代部分内容的残

留或者旧传统以新的面貌在现代社会获得新生。因此，告别前现代并非打碎或完全否决前现代

的全部文明成果，而是要对前现代文明进行创新式发展，做出新的意义建构。这是一个必不可

少的环节，对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而言都是如此。成功的现代化国家一定是有其不可复制的、独

特历史文化内容为其根基的，每个国家进入现代化的方式和完成现代化的状态都有所不同，因

为它们都生长于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对这样的传统做出了扬弃。

其三是对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强调。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变化是互联

网的崛起并向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在经济上，它促成了平台经济，引起了消费、销

售和投资等经济活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社会领域，它催生了网络社会，人们的交往活

动、社会认知渠道或手段等都逐渐转移到网络，网络社会由最初的虚拟性日渐实体化和日常

化，成为当代人或社会活动“在场”“存在”的新形态；在国际关系上，它导致了跨越国界的

网络世界，国家间的合作或较量、价值观上的分享或撕裂同时并存，网络空间正在取代现实的

物理空间，成为当代人的重要现身载体。网络空间充满了新奇、机会和获利的诱惑，但也分布

了众多谎言、欺诈、陷阱，需要做出协同治理，治理的手段包括行政、经济、法律和道德等，

公民道德建设在其间也应有发挥作用的独特方式。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将直接助益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为中心，

既是以中国为问题，将中国视为客观对象予以全面、深入的剖析，并回答和解决迫切问题以推

进中国社会发展；同时也是以中国为方法，通过总结中国道路、提炼中国话语体系、打造出具

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模式，既为他国提供借鉴更为中国未来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指南。进一步

而言，以中国为中心，表明我们所进行的现代化是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发展，这是现代化的目

的；以中国为问题则意味着扎根中国大地，以古为鉴，继往开来，融入地方性知识，结出中国

式现代化之硕果；以中国为方法是超越具体的中国文化符号、政治实体，抽象出一般性的范

①	 菲利普·佩迪特：《城市的自由 :一种共和主义的理想》，转引自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民观》，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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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中国”由此成为具有高度解释力的核心概念。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其实就是把政

治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和社会发展实效，加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这无疑也显示出了

中国之治的鲜明特色。	

众所周知，“公民道德”是西方思想家率先提出的古老概念。“古典的公民概念，原与城邦

国家相结合。在城邦国家殒殁之后，公民概念则依附于自由城市，或是贵族封地里的城堡。一

直到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公民概念才再次与国家概念相结合。自此，公民概念的核心

部分是指公民享有一种面对国家的资格、地位或权利。更确切地说，公民权利的反面诠释即指

国家对其成员所应尽的义务。”10 ①古代城邦时期的公民道德消失在历史尘埃中，近代以来的公民

道德始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道德建设和道德共识培育，体现在社会领域和公共政治世界的公民

道德具有某些显著特征。近代东方思想家在“开眼看世界”“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自主提出了

“公德”与“私德”的划分，意识到了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东方道德与西方道德的不同，他

们关注到存在于人际关系中的人，以此理解人在现代社会应有的道德意识及其恰当行为。例如

梁启超提出，“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11 ②，他希望通过公德建设

塑造新人，促成中国社会的革新。“公德”自此成为了中国公民道德极其重要的内容。

总之，公民道德建设与现代化事业都是宏大叙事下的政治社会事件，它们的交织点尤其

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主体的重叠，其二是活动空间的重叠，这其实折射出了现代“国家—

国民”的新型关系。“现代国家的主体是公民，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广大公民的授权和政

府的有效回应的互动上，这就要求公民必须具备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利用合法渠道公开表达

自己的诉求，联合其他公民共同促成公共利益，以寻求有效的民意和共识。公民道德建设不

仅将极力推动个人道德向社会道德、共识道德的转变，更有利于加速政治开放、国家进步的进

程。”12 ③公民道德建设的产物之一是具有现代公民道德的国民，这样的国民同时又是现代化事业

的主力军，国民兼具了两个主体身份，这两个主体身份的现实化也是在深度参与两个事业、实

际提升个人道德意识和行为能力中充分展开的。

三、公民道德建设的现实化

我们讨论并充分肯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公民道德建设之间的正向促进关系，紧接着需要回

①　陈淳文：《公民、消费者、国家与市场》，转引自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民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②　梁启超：《新民说》，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页。

③	 李萍：《公民道德新论—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公民道德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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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如何有效地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从而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毫无疑问，党的领导是重

中之重。《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

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

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3 ①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前提条件，如此才能保证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正确

方向。

成功的公民道德建设离不开完备的道德理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同样也需要自洽的道

德哲学做为理论基础。“道德判断并非主观陈述，而应当是宣称某人做错了某事。我不能仅仅

因为不喜欢你正在做的事情就呼吁大众一起来惩罚你。我所指向的必须是某些超越了我自身偏

好的事，即我们的道德推理。我们进行道德推理不是为了重构我们自己作出这个判断的真实理

由，而是为了找到最佳理由，以表明别人应当支持我们的判断。”14 ②只有那些在理论上说服人、

提供了深刻理性力量的理论才能够构成强有力且持久的行为依据，总之，在公民道德建设理论

上的投入和提炼是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

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构建主要来自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的学术思想，但在公民道德建设

的落地、践履上，则需要充分吸收道德心理学、道德社会学提供的实证研究成果，将这些实证

研究转化成可行的日常化行为训练、观念指引，从而将大大提高公民道德建设的实效。例如心

理暗示、自我期许、集体认同、环境感染、同伴学习等都可以成为切实可行的公民道德建设方

式，需要做出适合不同人群、场合的细化定型。一些道德心理学实证调查的数据显示，在道德

认知的问题上，中国人与西方人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例如在“道德是什么”的问题理解上，

普通中国人倾向于将“道德”理解为“文明”，道德的就是文明的，合乎道德与符合文明是等

价的。但西方公众大多认为“道德”就是“守法”，不道德就是违法、犯法。这显示了道德认

知上的社会心理差异。道德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理解‘幸福’‘道德’等抽象概念时，隐喻

认知的作用更大。在表征认知观看来，人们用先前的相似概念理解新概念，正是相似的经历影

响了他们对类似经验的理解……人们在理解一个人是好人的时候，不仅可以在通过思考好人的

特征与行为后对号入座，还能通过对比一种毫不相关的感受如温暖时的感受来理解好人这一概

念。”15 ③为此，应当吸收和消化上述社会科学的实证调查结果和相应的理论建议，对相应政策进

行客观评估和反馈，改良现有的公民道德建设方式和途径，营造更为合理的建设渠道，从而促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4页。

②	 乔纳森·海特：《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舒明月、胡晓旭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

③	 彭凯平、喻丰：《道德的心理物理学：现象、机制与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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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公民道德建设又好又快地展开。

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落脚点在于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的，“现代化的

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6 ①人是通过一系列行为、活动即社会实践显示自身的，参与现代化事业

的人不仅是现代化事业的主体，成为推动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同时他们也会受到现代化事

业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在观念、行为上发生显著的改变。当然，这种双向影响并非一

定是单纯向善的，也有可能出现互相减损的情形，因此，自主的公民道德建设就必不可少，

它可以为人的意识从而为人的行为提供积极的价值引导。从具体内容上看，中国式现代化包

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这又被概括为“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因

为中国式现代化是立体的多重现代化，超越了既往的一切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达成

将使人的生存获得最大解放与最高和谐，极大提升人类的文明程度，因此，它对建设者有了

更高的要求。“公民道德建设，说到底是人的思想建设、灵魂建设，聚焦的是造就具有正确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培育具有优秀道德品质和昂扬奋斗精神的社会个

体，营造见贤思齐、向上向善的良好社会风气。”17 ②完整的公民道德建设包含了对“人”的全

新理解，也将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根本性前提。

公民是人，但人不都是公民，只是有些人在有些时候成为了公民，那么，在什么意义上

人成为了公民？不同场域的不同角色才提出了公民身份的问题，对公民身份的履行就成为了

现实的公民。在现代化的社会中，至少有三个场域是以公民角色呈现的：一个是政治生活，

主要是在与国家的关系上，相关的事务包括选举、投票、纳税、参军等，这体现为公民的政

治道德。另一个是公共生活，主要是与多数人相关的事项，具体包括协会、学会、宗亲会、

校友会等，此时涉及的是公民的公共道德。再一个是社会生活，这主要是与其他公民的关系，

相关的事务包括在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院、公交车、地铁、单位办公室等领域恰当合

宜的言行举止，这反映的是公民的社会道德。完整的公民道德包括了上述三个层面，对个体

而言，就是依据不同场域对应自己的不同角色做出符合性行为，这需要公民在审视、鉴别之

后做出选择从而落实自己的公民角色，实践公民道德。

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取决于是否有一大批合格的建设者。合格的建设者不仅有报国之

志，更有报国之才；不仅有奉献、服从的集体精神，也有维护个人隐私、合法权益的诉求；既

有遵纪守法的规则意识，也有自主、自律的道德自觉。总之，合格的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建设者

是具有现代人格、持有现代价值观的人，这使得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而非一味服从、丧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94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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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自我观念的“臣民”或“草民”。他们既有宏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气节，也能正确地看待

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同时还能站在世界主义的国家视角认识新时代公民道德和中国式现代化

双重主体互涉的伟大事业。在投身这样的伟大事业中成就自身，将日益成长的道德人格定在

化，从而实现公民道德他律和自律的完美统一。

统论之，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依托中国经济社会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同时深刻把握世界发

展趋势和人类文明进程，由此逐渐形成符合中国实际且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模式。这一现代

化模式的显著优势和鲜明特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它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合法

性根据和不断革新的内在动力。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是对其中包含的社会道德原则和社会成

员道德素养要求的揭示，究其实质而言，公民道德建设的现实化不过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核心目

标的落实，这种落实尤其体现在社会道德风气、国民道德素养得到整体性提高上。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Its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 
Morality of New Era

LI Ping

[Abstract] “Modernization” was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over one hundred years ago, various 

unfavorable factors have hindered the modernization in China. Modernization has been reestablished 

since New China was founded, and accelerated after reform’s coming. Leaders’ group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got a new thinking breakthrough after the new century, that is, starting with 

citizen’s morality, developing most qualified people who can constru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which 

solves the question how actors of modernization make progress on thinking and morality, and more, 

which has justified the basic esse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ideology and social moral ideals. 

In order to carry forward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 morality of New Era, we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three points: holding Communist Party’s leader firmly, deepening theoretical study of citizen’s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most ordinary citizens’ morality.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Citizen’s Morality; New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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