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通知

中发〔2001〕1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各大军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

党组(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现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从公民道德建设入手，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

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借鉴世界各国

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努力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对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不断提高，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从全面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

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和紧迫性，把公民道德建设放在突出位

置来抓，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要

依据《纲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贯彻意见和具体措施，并认真组织实施。中



央文明委、中央宣传部要对《纲要》的实施工作进行指导和检查，并负责将各地

区、各部门贯彻情况向中央报告。

中 共 中 央

二 0 一年九月二十日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一、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1.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在加强社

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

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

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

系。这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

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公民道德

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为人

民服务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崇尚先进、学习先进蔚然成风，追求科学、文明、健

康生活方式已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了可喜变化，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相融合，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

展的主流。

但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

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

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

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

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应当引起全党全社

会高度重视。

3.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面对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

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道德

建设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需要研究解决。必须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抓住有利时机，巩固已有成果，加强薄弱环节，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道德建设的特

点和规律，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改进和创新，把公民道

德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

4.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公民

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全面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重

在建设、以人为本，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

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5.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机制的积极作用，不断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

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正确运用物质利益原则，反对只讲金钱、不讲道德

的错误倾向，在实践中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

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思想保证。

6.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

传统美德，发扬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

德，积极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在全社会大力宣传

和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

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

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7.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要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民主权利，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

经营获取正当物质利益。引导每个公民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积

极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把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树立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

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8.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要把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作为社会主

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目标，在全社会形成注重效率、维护公平的价值观念。把效率

与公平结合起来，使每个公民既有平等参与机会又能充分发挥自身潜力，促进经

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9.坚持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要从实际出发，区分层次，着

眼多数，鼓励先进，循序渐进。积极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大力倡导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带头实践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道德，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道

德目标。

10.坚持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配合。要广泛进行道德教育，普及道德知识

和道德规范，帮助人们加强道德修养。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把公民道

德建设融于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之中。逐步完善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自律与他

律相互补充和促进的运行机制，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更有

效地引导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

三、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

11.从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出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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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觉遵守的

行为准则。



12.为人民服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和优越于其

它社会形态道德的显著标志。它不仅是对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要求，也是对广

大群众的要求。每个公民不论社会分工如何、能力大小，都能够在本职岗位，通

过不同形式做到为人民服务。在新的形势下，必须继续大张旗鼓地倡导为人民服

务的道德观，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贯穿于各种具体道德规范之中。要引导人们正

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提

倡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

事，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形成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良好道德风尚。

13.集体主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

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根本上的一致，使集体主义成为调节三者利益关系的重要原则。要把集体主义精

神渗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层面，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

的利益关系，提倡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服

从长远利益，反对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和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把个人的理想

与奋斗融入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奋斗之中。

14.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

本要求，是每个公民都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必须把这些基本要求与

具体道德规范融为一体，贯穿公民道德建设的全过程。要引导人们发扬爱国主义

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

以损害祖国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提倡学习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



神、科学方法，艰苦创业、勤奋工作，反对封建迷信、好逸恶劳，积极投身于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15.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

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断

扩大，人们相互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公德在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保持社会

稳定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成为公民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表现。

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

的社会公德，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

16.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从

业人员与服务对象、职业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

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增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整个社会对从业人员职业观念、

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的要求越来越高。要大力倡导以爱岗

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鼓励

人们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

17.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夫妻、

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正确对待和处理

家庭问题，共同培养和发展夫妻爱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不仅关系到每个家

庭的美满幸福，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要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

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鼓励人们在家庭里做一

个好成员。



四、大力加强基层公民道德教育

18.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教育是基础。要紧紧抓住影响人们道德观念形成和

发展的重要环节，通过家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方面，坚持不懈

地在全体公民中进行道德教育，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要

求，不断灌注到全体党员和干部群众的头脑之中，使人们懂得什么是对的，什么

是错的，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必须提倡的，什么是坚决

反对的。

19.家庭是人们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高尚品德必须从小开始培养，从

娃娃抓起。要在孩子懂事的时候，深入浅出地进行道德启蒙教育;要在孩子成长

的过程中，循循善诱，以事明理，引导其分清是非、辨别善恶。要在家庭生活中，

通过每个成员良好的言行举止，相互影响，共同提高，形成好的家风。

20.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各级各类学校必须认真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把教书与育人紧密结合起来。要科学规划不同年

龄学生及各学习阶段道德教育的具体内容，坚持贯彻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加强校

纪校风建设。要发挥教师为人师表的作用，把道德教育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环

节。要组织学生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帮助他们认识社会、了解

国情，增强社会责任感。

21.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各类机关、企事

业单位应当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有计划、有重点地抓好道德教育。要把道德特别

是职业道德作为岗前和岗位培训的重要内容，帮助从业人员熟悉和了解与本职工



作相关的道德规范，培养敬业精神。要把遵守职业道德的情况作为考核、奖惩的

重要指标，促使从业人员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树立行业新风。

22.社会是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大课堂。党政各部门、社会各方面以及城市

社区、农村基层组织在公民道德教育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要结合各自的工

作职能，运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大力宣传基本道德知识、道德规范和必要礼仪，

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积极开发优秀民族道德教育资源，利用各种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进行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要不断充实富有时代特色的道德教育内

容，推广群众易于接受的各种教育方式。各类市民学校、职工学校、民工学校、

农民夜校、家政学校等，要通过编写和运用通俗易懂的简明教材，对公民进行道

德教育。

23.家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在公民道德教育方面各有侧重、

各有特点，是相互衔接、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必须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单

位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要突出加强社会教育，

巩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单位教育的成果，促进公民道德教育的深化。

五、深入开展群众性的公民道德实践活动

24.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是教育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以活动为载体，吸

引群众普遍参与，是新形势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每个公民既是道德

建设过程的参与者，也是道德建设成果的受益者，要坚持在各种类型的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中突出思想内涵，强化道德要求，使人们在自觉参与中思想感情

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升华。



25.以“讲文明树新风”为主题的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活动，

各级党政机关开展的创先争优、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做人民满意公务员活动，

以及社会各界组织的“希望工程”、“送温暖”、“志愿者”、“手拉手”、“幸

福工程”、“春蕾计划”、“扶残助残”等公益活动，覆盖面广、参与人数多，

对公民道德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要在各项创建活动中充分体现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的内容，明确具体标准，制定落实措施，力求取得实效。

26.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

体、先进人物，是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榜样。要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的活动，

善于发现和运用先进典型，树立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道德楷模，让广大群

众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见贤思齐，从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和优秀品质中受到鼓

舞、汲取力量，使先进典型的高尚情操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

27.各种重要节日、纪念日，蕴藏着宝贵的道德教育资源。要利用“五四”、

“七一”、“八一”、“十一”等革命节日，“三八”、“五一”、“六一”等

国际性节日，以及民间传统节日和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纪念日等，举行形式

多样的群众性庆祝、纪念活动，使人们在集体聚会、合家团圆的同时，增强对祖

国、对家乡、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陶冶道德情操。

28.开展必要的礼仪、礼节、礼貌活动，对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有着重要

的作用。要提倡在重要场所和重大活动中升国旗、唱国歌，开展入队、入团、入

党宣誓、成人仪式以及各种形式的重礼节、讲礼貌、告别不文明言行等活动，引

导公民增强礼仪、礼节、礼貌意识，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



29.各种道德实践活动源于基层、扎根群众，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追求，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要因势利导，发挥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的骨干

作用、先进典型和先进单位的带动作用、广大群众的主体作用，坚持从具体事情

做起、从群众最关心的事情抓起，使道德实践活动与各项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贴

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生活，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促进公民道德建设稳步向

前发展。

六、积极营造有利于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氛围

30.大众传媒、文学艺术以及体育活动，对公民道德建设有着特殊的渗透力

和影响力。一切思想文化阵地、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要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

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大力宣传体现时代精神

的道德行为和高尚品质，激励人们积极向上，追求真善美;坚决批评各种不道德

行为和错误观念，帮助人们辨别是非，抵制假恶丑，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创造良

好的舆论文化氛围。

31.广播、电视、报纸、刊物等大众媒体，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

为主，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满腔热情地宣传两个文明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反

映新时期道德要求的新事物、新典型。要利用群众喜爱的名牌栏目，加强对社会

普遍关注的道德热点问题的引导。要积极开展舆论监督，有力地批评背离社会主

义道德的错误言行和丑恶现象。要发动群众参与，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展开

讨论。计算机互联网作为开放式信息传播和交流工具，是思想道德建设的新阵地。

要加大网上正面宣传和管理工作的力度，鼓励发布进步、健康、有益的信息，防



止反动、迷信、淫秽、庸俗等不良内容通过网络传播。要引导网络机构和广大网

民增强网络道德意识，共同建设网络文明。

32.电影、电视剧、戏曲、音乐、舞蹈、美术、摄影、小说、诗歌、散文、

报告文学等各类文艺作品的创作，要积极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

活，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开拓进取精神和良好道德风貌，以其独特形式和艺术魅

力，给人以鼓舞、启迪和美的享受。要在各种文艺评论、评介、评奖中，把是否

合乎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一条重要标准。要加强对人们审美观念的引导，提倡高雅、

健康的审美情趣。要坚决制止出版、播映、演出格调低下的作品和节目，依法打

击反动、淫秽及各种非法出版物，让健康的文化产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要切实

加强对娱乐服务场所的监督管理，严厉打击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社会丑恶现

象。各种类型的商业性广告，要注意文化艺术品位，不得出现有损道德、有伤风

化的内容。要大力提倡各种形式的社会公益广告，净化人们心灵，优化人文环境。

各种类型的体育活动，要精心组织、加强引导，吸引群众参与，以健康向上、团

结拼搏的氛围，激发人们的团队精神和爱国热情。

七、努力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和政策保障

33.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律、政

策和规章制度。必须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把提倡与反对、引导与约束结合起来，

通过严格科学的管理，培养文明行为，抵制消极现象，促进扶正祛邪、扬善惩恶

社会风气的形成、巩固和发展。



34.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公民道德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要按照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认真抓好全

民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危害社会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公共秩序、生活秩序，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

持。

35.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对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行为有着直接影响。各

地区、各部门在制定政策时，不仅要注重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且要体

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公民道德建设的要求。既要保护和支持所有通过正当、合

法手段获取个人和团体利益的行为，又要提倡和奖励多为他人和社会作奉献、道

德高尚的行为，防止和避免因具体政策的不当或失误给社会带来消极后果，为公

民道德建设提供正确的政策导向。

36.公民良好道德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离不开严明的规章

制度。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和各基层单位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时，要充分体

现相关的道德规范和具体要求。要把思想引导与利益调节、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

统一起来，加强督促检查，严格考核奖惩，确保各种行政规章以及道德守则和公

约在实践中得到落实，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八、切实加强对公民道德建设的领导

37.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和紧迫性，把它



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提供有利条件，下决心狠狠地抓，一

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情抓起。

38.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十分重要。广

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努

力改造主观世界，加强道德修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严格遵守党员领

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有关规定，清正廉洁，勤政为民，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

到，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要教育好自己的配偶和子女，管好身边的工

作人员，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用良好的道德形象取信于民，带动广大

群众进一步做好工作。

39.推进公民道德建设，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各级宣传、教育、文

化、科技、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等党政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以

及社会各界，都应当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各尽其责，相互配合，把道德建设与

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纳入目标管理责任制，制定规划，完善措施，扎实推进。

要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40.各级文明委和党委宣传部，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担负着指导、协调、组织

的具体职责。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新情况，分析新问题，及时发现、总

结和推广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探索道德建设规律，改进方式方法，指导面上工

作。要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力量抓好若干社会影响大、示范作用强、受群众欢迎

的实事，促进一些难点问题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