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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民素质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同构共进，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国民素质的发展支持并促 

进和谐社会的建构与运行，和谐社会建设则规定并指引国民素质发展的指向与轨迹。也就是说， 

国民素质发展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并受其进程与水平的制约，而和谐社会建设依赖国民素质发展并 

为其创造条件、提供舞台，二者理论上一致、实践上互动，统一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 

[关键词]和谐社会；国民素质；公民美德；公共精神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志码]A 

和谐社会建设既是实现“为了人”的目的，也是 

“依靠人”的结果。探讨和谐社会建设与国民素质 

发展的关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以人为本，从 

根本上保证和谐社会建设不偏离发展人、依靠人、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目的，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民素质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同构共进。“正 

像社会本身生产作 为人 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 

会。”l1 人以实践的方式生产、创造社会，同时，渗透 

着人的社会性的实践也生产创造着人 自身。从这 

个意义上讲，国民素质发展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 

化发展之问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的互动共进关 

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终极 目标是人的 自由而 

全面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全面提升；而国民素质的 

发展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本质的推动作用，可为 

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奠定基础。国民素质发展与和 

谐社会建设的同构共进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是国民素质发展支持并促进和谐社会的建构、运 

行 ，二是和谐社会建设规定并指引国民素质的发展 

与指 向。 

一

、国民素质发展支持并促进和 

谐社会的建构与运行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及社会中唯 

一 能动的因素。美国社会学家阿列克斯 ·英格尔 

斯提出：“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 

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 

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 

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 

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 

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 

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 

制度和管理方式 ，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 

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l2 罗马俱乐部创建 

人奥雷利奥 ·佩西也明确指出：“人类万事的精华 

是人的素质和能力⋯⋯人类命运所依赖的最重要 

的因素是人类素质——不仅是某些杰出人物的素 

质，更重要的是星球上几十亿人民的普通素质。”_3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现代 

的、新型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理想，构建“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 

[收稿 日期]2011—02—18 

[基金项 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SH060) 

[作者简介]林世选(1952一)，男，河南省温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哲学、社会学。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2011焦 

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必须着力提高国民每一个成员 

的素质。 

1．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的终极目的和本质要求 

个体是人类社会的一分子，社会是个体互相联 

系的有组织的集合体。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总 

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的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的社 

会。” 社会与个人是相互依存的，个人对社会 

具有依赖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 

克思还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 

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 社会是人的社 

会 ，人是社会的主体及社会中唯一能动的因素，是 

社会生产力中的“活的劳动”，个人发展的程度是衡 

量社会发展程度的价值尺度，“历史不过是追求着 

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l6 J。社会离开了个人就 

成了一堆毫无生气的物件。唯物史观既把人类社 

会的发展看成是有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客观过程，又认为这种客观规律不是“自在之物”， 

而正是存在于全社会的人的自觉活动结果之中的 

主体性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发挥主体力量进行 

创造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人是社会交往和社会建 

构的本质和目的，人与 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 

系只是人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人永远是这一 

切社会组织的本质”_7_。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 

和目的，社会历史是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历史，是 

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主体能力以及人 

的主体素质的提升过程。人的多层次需要的满足、 

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 

发展的终极 目的和最高价值尺度。 

2．国民素质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 

展理论的逻辑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件”[ ] 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 

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 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 

的社会形式” J，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根 

本目标 ，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 目的在于满足人的 

需要，在于人的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在他们那里， 

人的全面发展至少包括 4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最 

基本的层次，是指人能够适应不同的劳动需求，把 

不同的社会职能当做相互交替的活动方式，这一点 

与旧式分工的消灭紧密相联；第二个层次是指在交 

替变换的职能中人的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 

自由发展；第三个层次是指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 

到全面发展；第四个层次是指个体与社会发展协调 

统一。这 4个层次是《资本论》及其手稿关于人的 

全面发展的最具体、完整、科学、精确的定义，它们 

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系统，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着眼点是和谐。其中包 

括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 

和谐，也包括人 自身发展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价值目标是多元的，但最根本的价值 目标是为 

了人、依靠人、适应人、塑造人、体现人，促进国民素 

质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生产 

力作为基础，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第一要素，要 

解放、发展生产力，首先就要解放人，不断提高人的 

素质、增强人的能力。可见，国民素质发展作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 

面发展理论的逻辑结论。 

3．优秀的国民素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 

保证 

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社会和谐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的 

协调性。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导因素，是生产力的 

首要的能动要素，没有劳动者也就没有社会的物质 

生产。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甚至不同的个体劳动者 

之间，劳动者的素质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劳动者和 

管理者的素质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一 

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任何社会体制都有与之相适应 的国民素质。 

国民素质的缺陷必然造成体制的缺陷，体制的缺陷 

又必然造成国民素质的缺陷；国民素质的提高必然 

带来体制的完善，体制的完善又必然带来国民素质 

的提高。因此，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 

须转变与旧体制相适应的人的旧素质，塑造出与新 

体制相适应的人的新素质。消除旧体制的弊端并 

建立起新的体制，必须“开民智”，按照新的体制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塑造与之相适应的 

人的新素质，使人 的价值观念、能力水平、道德人 

格、精神状态、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都成为推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动力。同时，国 

民素质的发展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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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涵盖制度建设、体制建 

设、组织建设和人的建设4个方面。制度建设主要 

涉及产权制度及公有制的结构和实现形式；体制建 

设主要涉及政府职能转换及企业营销机制、用人机 

制等；组织建设主要涉及民主集中制、党的基层组 

织、干部队伍和党员队伍的建设；人的建设涉及人 

的价值观念、思维品质、心理水平、能力素质、精神 

境界等。制度决定体制，体制体现和实现制度，组 

织机构是体制形之于外的具体表现并具体执行体 

制的功能，而组织的运转则由个人的合力所推动， 

组织运转的成效取决于组织中每个人才智的发挥。 

在 4个方面中，人的建设作用更重要、意义更突出， 

没有高素质的人，其他 3个方面的建设是很难取得 

实际成效的。 

4．基于公民美德的良好国民素质是政治文明建 

设的社会根基 

公民美德就是公民个体在参与社会公共生活 

的实践过程中所应当具备的社会公共伦理品质或 

实际展示出来的卓越的、具有示范意义的公共性的 

社会美德，比如民主、参与、团结、合作、信任、正义 

感、责任感、平等、包容 、同情心、互助、仁慈等。公 

民美德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是依法治国的保证。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 

斗 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以基于公民美德的 

较高的国民素质为依托 、为根基。 

5．具有公共精神的国民素质是建设和谐文化的 

重要条件 

和谐文化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核，以倡导、研究、 

阐释、传播、实施、奉行和谐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 

形态、文化现象和文化现状。和谐文化融思想观 

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价值取向于一 

体，包含着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和评价，是社会 

发展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和谐文化贯穿于经 

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各个领域 ，体现着社会 

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内在要求 ，并具体 

表现为关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 

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和谐社会的思 

想内涵。这种道德要求和文化导向具体包括国民 

的和谐意识、和谐思维、和谐精神、和谐行为以及全 

社会倡导的和谐理念、和谐价值、和谐关系与和谐 

风气。 

国民的公共精神是和谐文化 内化、升华 的基 

础，是促进和谐文化建设的前提条件。和谐文化是 

和谐社会的根基和灵魂，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建设与和谐社 

会相适应的和谐文化，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 

喻，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要真正取得成效，就 

必须高度重视国民素质中公共精神的培育。 

国民素质不仅是文化素质，更重要的是公共精 

神和道德素质，国民的公共精神是社会凝聚和社会 

认同的要件。一个国家的公民和社会成员要有基 

本的公共精神和社会道德。具有公共精神的国民 

素质有助于人们树立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有利 

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在陶冶人的情操、 

提升人的境界、调节人际关系、培养良好的社会风 

尚、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6．国民素质的提高可为建设生态文明创设先决 

条件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使生态环境明显好 

转、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依赖 

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可以促进传统 

粗放型经济向现代集约型经济转变，有利于提高劳 

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国民只有具备了较高的 

科学文化素质并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形成兼备工 

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公民群体，才能提高不可再生 

资源的采掘和冶炼的回收率，才能降低单位产品对 

资源的消耗，从而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有效 

保护生态环境。国民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开发替代 

资源。开发替代资源是解决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 

提高国民素质，构建合理的专门人才队伍和具有不 

同知识结构的劳动群体，是开发替代资源的先决条 

件。提高国民素质可提高人们广泛利用资源的能 

力，避免对少数资源的过分依赖和破坏性开发。高 

素质的国民对环境、发展、资源有着科学的认知，能 

规范自己和群体的行为，使保护环境成为 自觉行 

动，为建设生态文明创设先决条件。 

二、和谐社会建设规定着国民素 

质发展的指向与轨迹 

正如社会客体规定着社会主体一样，社会的发 

展也同样制约着国民素质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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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总是生存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体系之中，离开社 

会的孤立的和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马克思在批 

判费尔巴哈时特别强调：费尔巴哈所分析的“抽象 

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人的 

本质 在 其 现 实 性 上，“是 一 切 社 会 关 系 的总 

和”。l4l( ’所以，要实现国民素质的发展，必须推动 

社会的发展。无论是人的生活状态的改善，还是人 

的综合素质的提高，都依赖于社会结构体系的生长 

和进步，只有社会发展了，才能为国民素质发展提 

供客观的前提和基础，离开社会发展而侈谈国民素 

质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人类是物质世界发展的特 

定产物，物质世界是人类存在的前提，人的历史活 

动不是随心所欲的，总要受到社会发展客观规律首 

先是生产方式的制约。农业经济时代以土地为主 

要经济资源，人被束缚在狭隘的宗法血缘关系中， 

国民素质的发展受到严重束缚。工业经济时代打 

破了宗法血缘关系的限制，人得以在广泛的时空关 

系中拓展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从而为国民素质的发 

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开 

辟了国民素质发展的新天地，为国民 素质的发展提 

供了政治条件、物质条件、文化氛围和生态环境。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从本质上讲也就是 

推进国民素质发展的过程。国民素质的发展要在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即和谐 

社会的建设中才能实现。 

1．和谐的民主政治是造就公民良好素质的制度 

保证和实现途径 

政治和谐是指构成政治系统的内部各要素之 

间的和谐关系。它首先表现在和谐社会要求的民 

主特征上，民主政治为锻造人们的民主意识、增强 

民主能力搭建了良好平台。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 

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自己的社会。在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是以人民民主 

专政为国体，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国家的 

一 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参与管理一切国家事 

务和社会事务。尽管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运行、政 

治活动的展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每个人不可 

能对社会、对国家的每一事务都直接参与，但是直 

接选举制 、问接选举制的设计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 

意志的实现。同时，人们还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司 

法救济等途径充分行使 自己的参与权。不言而喻， 

这一过程的不断展开和继续，不仅可以有力地促进 

和坚定人民的当家做主意识，而且也对人们民主心 

理的培养、民主意志的磨练、民主技能乃至文化素 

质的提高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培养人们责任意识、权利 

意识的天然场地。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领 

导者是由人民推选出来的人民意志的执行者，他们 

必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另 
一 方面，由于权力具有两重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要保证人民对 自己推选的领导人有监督权和罢免 

权 ，就必须实现政治信息公开，赋予人民知情权。 

民主政治的拓展有利于人们 民主责任意识的促进 

和民主技能的提高。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锤炼 国民民主法治意识 

的载体。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治同样 

没有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下，公民 

的一切民主权利由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所赋予，同 

时又为宪法和法律所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是要求社会各界和 

国民的行为必须以法律为准则，为法制所制约，从 

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 

2．经济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保障和引擎 

社会发展首先体现在经济发展上。构建和谐 

社会，促进以人为本的经济和谐，解决人的发展与 

经济发展难以同步的矛盾，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最大 

限度地让全社会共享，能够为国民素质发展创造物 

质条件。 

经济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保障和 

时间保障。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的人必须有一定 

的物质生活资料作保证，才能使饮食、穿着、居住、 

交通、医疗等维持人体正常新陈代谢和繁衍后代的 

需要得到满足，才能从事提升自身素质的各项活 

动。“当人们还不能使 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的 

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 

放。” 4j【 ’显然，如果没有物质生活资料的满足，人 

的全面发展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产力的 

提高意味着用较少劳动创造较多的社会财富或者 

用相同的劳动量生产出较多的物质产品，这就为提 

高国民的生活质量奠定了物质基础；生产力的发展 

水平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从而为进一步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广大国民生活质量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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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普遍提升国民素质创造了坚实的社会基 

础；生产力水平越高，对劳动者素质要求就越高，而 

高素质的国民只有在接受高水平的教育和生产实 

践过程中才能形成。总之，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 

不断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 ，才能“保证他们的体力 

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J。马克思 

指出：要实现人的能力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根本的 

条件是缩短工作日。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剩余产品 

的出现为其物质基础和前提。人的发展及其素质 

的提高也是如此，因为剩余产品的基础是剩余劳动 

的出现。只有当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劳动 

者的劳动时间可以区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 

动时间的时候，社会才赢得了自由的时间，人类才 

不需要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到物质资料的生 

产上，从而有时间从事科学、艺术、社会管理等物质 

生产以外的活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深刻 

地指出：“整个人类的发展⋯⋯无非是对这种 自由 

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 

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_1。。 

经济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动力与引擎。 

人的存在不仅是生命的存在，而且是有多种需要的 

存在。所谓人的需要，就是主体为保持和优化自身 

存在与发展的特有运动形式而对其他物质、能量和 

信息等客观条件的依赖和要求。人的需要在所有 

生物的需要中是最高级、最复杂的，它由生理到心 

理、由物质到精神、由低级到高级逐次提高。在人 

的生存和发展过程 中，首先要满足的是生理、心理 

等需求，在此基础上才产生出精神的高层次需求， 

而新的需求的产生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观念的更 

新 ，进而成为精神追求发展的内驱力。在这一内驱 

力的推动下，主体也不断丰富着与客体的关系，创 

造出新的交往形式和方式，从而使 自身的思维、能 

力、智力等素质逐步得到优化和提高。 

3．和谐文化是国民素质发展的依赖路径 

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 

要任务。和谐文化是社会和谐的思想灵魂和精神 

实质，是社会和谐的文化升华，也是人们追求社会 

和谐的智慧结晶。没有和谐文化，就没有和谐社会 

的思想根基，也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发展的实践追 

求，它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着国民素质的发展。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等为基本 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和谐文化作为 

非物质、非法律、非制度的因素，可以通过以科学的 

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 

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等途径，对传统文化 

中的糟粕进行清理，对外来文化中的污浊进行抵 

制，对带有迷信、愚昧、颓废、反社会、反人道、反科 

学、反文明的落后文化进行批判，引导国民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全社会逐步形成以 

和为真、以和为善、以和为美、以和为贵的共识，从 

而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相承接、与和谐社会要求相吻合 的道德要 

求，增强国民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益意识 、民 

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 

应的思想道德素质。 

和谐文化建设强调通过增强公民、企业、各种 

组织的社会责任，把和谐社区、和谐家庭等和谐创 

建活动同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结合起来，突 

出思想教育内涵，广泛吸引群众参与，推动形成“我 

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塑造 自尊 自信、理性平 

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 

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 自 

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从而 

极大地提升国民的心理素质。 

4．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国民素质发展的生态保证 

自然界是人类及其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 

部环境。国民素质发展就是一个在 自然环境 中实 

践和创造 自己本质的历史过程。国民素质发展有 

赖于自然环境的发展并通过 良好的自然环境来保 

证；而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问题的解 

决又必须依靠促进国民素质发展才能完成。人与 

自然环境这种互馈式的协同进化是国民素质发展 

的必由之路。因此，胡锦涛强调：“我们所构建的和 

谐社会是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 自然和 

谐共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_1I_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促进人与 自然的和 

谐 ，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条件。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国民素质发展的初始条件。 

自然界为人类及其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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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一切物质和能量。自然界以空气、水、食物、燃 

料、衣着、住房等形式提供的产品支撑着人的肉体 

存在，也为自然科学提供源源不断的丰富多样的研 

究对象，又为艺术提供了加工、消化的素材和对象。 

对人来说，自然界与人血脉相连、互动共生。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发掘人的潜能、促进人与人 

和谐的动力。人的实践活动本质上是在追求某种 

价值的实现。人通过实践改造自然以满足自己的 

需要，它显示了自然客体对人类主体的价值意义。 

在人与自然需要和满足的互换关系中，人的主体性 

得到了彰显，能动性得到了发挥。随着实践活动的 

深入展开，人对 自然对象的认识越深刻、越全面，就 

越能发现客体对主体、自然对人类的新的价值意 

义，也正是对这种价值的不断“新发现”和一些价值 

的“要发现”、“未发现”构成了国民素质发展的重要 

内容和内在动力。 

人与自然和谐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 

有全局性的意义。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模式， 

坚持走经济生态化的道路，能够有力地带动、促进 

社会中人与人的和谐。一方面，绿色技术、绿色生 

产、绿色服务乃至绿色文化产业，都会成为新的经 

济增长点，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 

政府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提高企 

业和公众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在共同塑造绿色 

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凝聚社会共识和服务热情，在实 

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推进国民素质的发展。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国民素质发展 

有着同构共进的内在联系，二者相互促进、相互渗 

透、相得益彰，共处于社会发展与建设的实践 中。 

国民素质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它 

能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并受和谐社会进程与水平 

的制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 国民素质发 

展，也依靠国民素质发展，并且为国民素质发展创 

造条件、提供舞台。二者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在实 

践上是双向互动的，统一于人类社会发展 的进程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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