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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人民服务道德思想的层次性及其实践把握

秦 希军
(长安大学 组织部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代表着人类崇高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的为人民服务产生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之中 ,

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步在不断地发展和丰富。新的历史时期 ,正确分析为人民服务的层

次性对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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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ve levels of high morality to serve the people and its practice

QIN Xi-jun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 of Changan University , Xian 710064 , China)

Abstract:The idea of serving the people that represents the high mo ral thought and pursui t of value is

generated in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cause.It has been developed and enriched along w ith the prog ress

of socialistic const ruction.In the new historical era , to analyse the administ rative levels of serving the

people correct ly , has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 r the core of moral practice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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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 ,应用马克思主

义观点 ,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和人类优秀文化精神

的总结 ,它代表着人类崇高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 。

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丰富

和发展了为人民服务的内涵 ,把为人民服务确定为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 ,使为人民服务成为我们

的时代精神。科学分析为人民服务道德思想对以为

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

实指导意义。

一 、为人民服务道德主体的层次性

道德的主体是人 。按照社会结构来划分 ,通常

我们把道德主体划分为个人 、集体 、社会三个层次 。

道德的社会主体代表着大多数人的愿望和意志 ,通

常表现为规定 、推崇和推行某种道德规范的执政党

或统治阶级 ,居最高层次 ,有最大的影响力。道德的

集体主体是指社会生产实践领域中的不同行业和单

位 。由于其社会角色和利益需要不同 ,对集体道德

规范的认同和需要也不同。个人主体作为道德和道

德实践行为的具体承担者 ,处于道德主体的最基本

层次 。由于个体存在及社会角色上的区别 ,所以对

道德规范的认知和选择总会产生不同的差别。

为人民服务作为全社会道德规范是社会道德主

体所倡导和推行的 。个人主体和集体主体对为人民

服务的开展有很大的影响。虽然个人的道德行为表

现出明显的层次性 ,但是他对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

影响相对比较小 ,当个人主体行为汇集成群体主体

行为时则会对道德规范的选择和推行构成巨大的影

响 。所以 ,在道德主体层次性的分析上 ,重视群体主

体及其层次性是很重要的。

群体主体和集体主体是既区别又联系的两个范

畴 。集体主体是群体主体的一种形式 ,包涵在群体

主体当中。集体主体通常指社会生产实践领域中不



同的行业和单位 ,它不能完全反映个体主体因为其

素质上的层次性差别而产生的对集体主体的分化作

用。群体主体则能把个体主体和集体主体的差别和

作用相结合 ,更准确地反映道德主体的特征。

群体主体又是有层次的。从社会生产实践的角

度来看 ,群体主体的层次主要表现为不同行业 、不同

单位;从主体素质分化的角度来看 ,群体主体层次可

以分为进步群体 、一般群体 、群众群体等 。

分析群体主体的层次性更能准确地把握为人民

服务道德实践的层次性。这是因为:第一 ,群体道德

行为对社会生活有巨大的能动作用。道德一经产

生 ,就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因

为群体行为主体人数多 ,行为规模大 ,活动领域广

泛 ,有的群体组织还掌握着一定的组织资源和权力

资源 ,所以他们的行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比个体更

加强烈和深远。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秩序和

社会稳定的维护上 ,需要良好的个体道德行为的支

持 ,更需要良好的群体道德行为的支持 。第二 ,群体

道德行为对社会道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个体道德

行为和群体道德行为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 、相互

联系 ,但两者的地位和作用并不一样。群体道德行

为居于主导地位 , 对个体道德行为具有导向作用 。

任何个体都存在于某一个群体环境之中 。群体为保

持其需要和追求目标的一致性 ,总是要通过道德评

价和奖惩机制等 ,对个体施加一定的影响。久而久

之 ,群体价值标准就逐渐内化为个体行为的准则 。

再者 ,由于群体行为主体的主导地位 ,使得群体行为

道德状况不仅被全社会所关注 ,更被个体主体所

效仿 。

二 、为人民服务道德思想内涵的层次性

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

出:“从我国历史和现实出发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以爱祖

国 、爱人民 、爱劳动 、爱科学 、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

求 ,以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为着力点。在

公民道德建设中 ,应当把这些主要内容具体化 、规范

化 ,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 。从中

我们可以看出 ,为人民服务由过去只是少数先进分

子遵循的行为规范逐步发展成为全社会所有成员共

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这体现了为人民服务道德思想

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统一 。为人民服务道德思想只

所以能把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统一 ,是因为为人民服

务的思想内涵具有层次性的特质。

从道德范畴上来看 ,首先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

产党的政治道德观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 ,

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队 。党的宗旨就是全

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党的言行要密切与人民群众

利益相联系 ,为人民谋福利。新时期“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深刻地总结了建党 80多年来革命 、建设和改

革的历史经验 ,揭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

的执政规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根本的精神就

是为人民服务 ,所以为人民服务首先就是中国共产

党的政治道德观 。第二 ,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的

人生观。一个人为什么活着 ,怎样活着才有意义?

这是社会实践主体的人必须思考的问题。马克思主

义观点认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推动历史

前进的决定力量 ,是历史的真正主人 。这种群众史

观反映到人生观上 ,必然是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私有制 、消灭剥削 ,建立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解放全人类 。与一切剥

削阶级人生观不同 ,无产阶级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作为自己人生观的 。为国家 、为民族 、为人类的

解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

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 、有意

义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 ,

但只要有这点精神 ,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

人 ,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第三 ,为人民服务是人类普遍的道德观 。早在两千

多年以前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就明确表达了他

的社会理想:“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德国古曲哲

学家康德曾经指出 ,道德之所以有崇高的美名 ,就是

因为他伴随着牺牲 。由此可见 ,为人民服务道德的

内涵就是指人在现实生活中处处为他人 、为社会着

想 ,与人为善 、服务于他人 ,具有普遍性。

从道德的要求上看 ,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

道德建设的核心 ,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 ,有着不同

层次的要求。首先 ,它的最高要求就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这是对广大党员和一切先进分子的要

求 。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要求中 ,一心为

公 ,无私奉献 ,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就是它的具体体

现 。在党的革命历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因为

我们党始终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始终

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所以才能战胜各种困难

和风险 ,不断取得事业的成功和社会的进步。其次 ,

我们也要看到 ,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 ,为人

民服务还有一种基本层次的要求 ,这就是 ,自觉的为

人民服务。自觉的为人民服务 ,顾名思义 ,指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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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主体具有客观上的认识和意愿 ,其服务行为

不一定是全心全意的 ,但是自觉的 。它要求人们在

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当中 ,尽量做到替别人着想 ,力

求有利于他人 、有利于社会 ,使自己的行为能够给他

人和社会带来有益的后果 ,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 ,个

人与社会的关系 ,做到团结互助 ,努力奉献。第三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为人民服务的最低要

求就是 ,遵纪守法 、诚实劳动。它要求市场经济中的

普通劳动者从不同的利益要求出发 ,在遵纪守法和

不危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 ,以诚实的劳动 ,谋求自身

利益 ,为社会提供符合质量要求和有积极效益的劳

动成果 。这种利益追求包含着有益于他人 、有益于

社会的思想 。这种遵纪守法 、诚实劳动的为人民服

务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

有制共同发展的实际 。在一定意义上 ,如果我们给

以一个新的解释 ,那就是“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正

如《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

的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在我们社会里 ,人人都是服

务对象 ,人人又都为他人服务” 。我们所要批判的是

那种极端个人主义 、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 ,而不是诚

实的劳动和遵纪守法的观念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

到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思想 ,主要是从商品经

济条件下 ,人们行为的结果来看的 ,并没有强调行为

者应具有的“为他人”的主观动机。

三 、有层次地开展为人民
服务的道德实践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它

既不能脱离社会道德实践的主体结构和素质水平 ,

也不能脱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作为社会主义道

德建设的核心 ,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实践必须要与社

会主义历史阶段各种层次的利益主体相结合 ,必须

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经济关系的客观

要求相适应 。在新的历史阶段 ,我们必须正确把握

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内涵 ,有层次地开展为人民服务

的道德实践。

首先 ,把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贯穿在社会主义道

德实践的不同要求之中。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 、爱人

民 、爱劳动 、爱科学 、爱社会主义。这五个基本要求

的主线 ,就是为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道德基本要

求中 ,爱祖国 、爱人民 、爱社会主义这三项基本要求 ,

是同为人民服务直接联系的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 ,

要想培育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思想 ,形成热爱

祖国的道德意识 ,就必须强调社会的福利 、国家的富

强和人民的幸福 ,而这一切 ,都是同能否具有为人民

服务的思想和觉悟相联系的。一个人 ,只要能够随

时随地想到要为人民服务 ,他就一定能够爱护自己

的祖国 ,保护自己的祖国 ,以至在祖国遇到外来敌人

的侵犯时 ,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自己的祖国。

在社会主义中 ,爱祖国和爱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我

们所爱的祖国 ,不是一般的国家 ,而是社会主义的国

家 ,所以 ,爱祖国就是爱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 。同样 ,“爱人民”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一个基本

要求 ,它不是一个一般的口号 ,而必须有爱人民的实

际活动 ,即必须在实际生活中为人民服务。“爱劳

动”和“爱科学” ,也都同为人民服务有着密切的关

系 。一个人 ,只有具备了为人民的思想和感情 ,深深

地关注着人民的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他才能热

爱劳动 、热爱科学 ,力求在自己的全部的工作和活动

中 ,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

其次 , 把为人民服务贯穿于道德建设的不同

领域。

在社会主义道德实践中 ,必须重视社会公德 、职

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 ,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 、平

等友爱 、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而要形成这种人际

关系 ,就更需要弘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在职业道

德建设中 ,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了爱岗敬业 、诚实守

信 、办事公道 、服务群众和献身社会五个主要方面 ,

其中每一个方面都是同为人民服务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 。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就不可能“爱岗敬业” 、

“办事公道” ,更不能做到“服务群众”和“献身社会”。

对职业岗位的无限热爱和对群众的真诚关心 ,都必

然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 。

在社会公德方面 ,大力提倡“助人为乐”的精神 ,

在当前尤为重要 。一个人在社会中生活 ,免不了要

遇到一些困难 ,甚至遭到某些不幸 ,总希望能够得到

别人和社会的帮助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人和人之

间本应当是一种团结互助的友爱关系。但是 ,改革

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 ,由于市场自身

的弱点和消极方面的影响 ,一些人见利忘义 ,唯利是

图 ,甚至在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危害时 ,仍

然是“见义不为” 、“见死不救” ,这种情况 ,不但毒害

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同志友爱关系 ,而

且客观上往往造成使恶人更加肆无忌惮的严重后

果 。针对这种现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主义道

德建设必须重视社会公德教育 ,大力倡导“助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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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关心人民疾苦和见义勇为的社会风气 ,发扬为

人民服务的精神 。

在家庭美德教育中 ,要做到尊老爱幼 ,邻里团

结;在文明社区建设中 ,要改造旧习 ,移风易俗 ,形成

文明健康的社会文化 ,都需要弘扬服务人民 、献身社

会的崇高精神。

第三 ,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思想要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 ,它的建立

和完善都需要为人民服务这一道德内核加以推动和

规范。所以在本质上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的内

在要求 ,二者是统一的。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

质来看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生活需要 ,谋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这本身

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最高体现。再者 ,人民利益为核

心的市场经济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结

合 ,必然要求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 。

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看 ,等价与自愿的市场交

换关系决定了市场主体必须把追求自身利益和对他

人利益的维护相结合 ,形成一种相互服务的关系 ,这

样就使得一般的正当的主体经济行为具有了客观上

的为人民服务的效果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 ,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与为人民服务并不矛盾 ,而是互相统一

的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为人民服务道德的实践符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不仅是可能的 ,也是

必须的。

开展为人民服务道德实践必须要与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目标相一致 。在新时期 ,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 ,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求 ,是为人民服务的最根本体现 。理论与实践都

充分证明 ,市场经济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有

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有利于迅速提高人民群众

的生活水平 。因此 ,在现阶段进行以为人民服务为

核心的道德建设 ,必须立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这一现实基础 ,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和方向相一致。只有这样的道德建设 ,才会落在实

处并取得成效。

开展为人民服务道德实践必须要与多元化利益

主体格局相适应。注重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 ,肯定了除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以外的个体

经济 、外资经济 、中外合资经济等各种经济成份存在

和发展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大大提高了人们追求物

质利益的积极性 ,因此也形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的

格局 。各种经济主体的利益不同 ,表现出来的思想

道德也就会有所区别。这是现阶段人们思想道德状

况不同于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个显著特征 。我

们要进行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建

设 ,必须与这种多元化利益主体格局相适应 。各种

经济成份的利益关系要用多层次的道德规范进行调

节 ,人们不同的思想道德觉悟要用多层次的道德规

范进行教育 。

开展为人民服务道德实践必须要与我们党的方

针政策相协调 。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 ,为

人民服务精神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

值观 ,坚持集体主义原则 ,这是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的一般要求 。然而 ,道德建设是具体的 ,不是抽象

的 。道德建设必须与现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要求相协调 ,必须充分反映并体现党在现阶段为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制定的方针政策。因此 ,

我们在实践中既要坚持引导和教育人们讲理想 、讲

正气 、讲奉献 ,又要肯定人们正当的 、合理的物质利

益要求;既要引导和教育人们热心公益 、扶贫济困 、

乐于助人 、多作奉献 ,又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承

认并鼓励人们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来获得相应

的报酬;既要引导和教育人们把国家 、社会和利益放

在首位 ,又要充分尊重个人利益 ,正确处理好国家 、

集体 、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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