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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美德思想对提升中共执
政道德建设的启示及当代价值

张梦园

摘 要：本文基于亚当·斯密关于人性中美

德体系的论述，阐述了从道德情感、道德信念与

道德行为等视角汲取其中有利于促进中国共产

党党员道德修养提升的养分，进而达到执政道德

层面的价值认同和制度认同,重塑执政党的道德

理想和伦理认知的目的，巩固执政基础，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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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系统地阐述

了自己的美德理论：美德是公正的旁观者根据社

会的普遍道德规则所推崇和赞美的那些品性；主

张从同情原理推演出一切道德情感，并将公正旁

观者中的同情感作为判定情感合宜或适当的标

准；提出审慎、正义、仁慈和自制四种美德。亚

当·斯密认为，所谓美德就是公正的旁观者根据

社会的普遍道德规则所推崇和赞美的那些品

性。“美德，亦即审慎、公平、坚定与节制的行为，

不仅是最可能的，而且也是最确实可靠的，通向

幸福甚至是今生幸福的道路。”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执政

地位的获得是通过革命战争中血与火的考验最

终由人民大众作出的正确选择。民众之所以如

此信任、赞同与拥护党的执政，其中至关重要的

一点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道

德至上性。进入到和平年代，中国共产党由革命

型政党转变成执政型政党，党的道德形态也将深

刻影响整个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而这种道德形

态恰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价值基础。党的

组织道德不仅体现在党的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

要有其道德基础，彰显道德的先进性与进步性，

而且体现在党的组织活动、权力运作要遵循执政

道德规范，应当成为其他社会组织和全体公民的

道德典范。实践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要长久

保持执政地位,就必须寻得其执政的道德支持。

加强党的道德建设的重点和关键是加强党

员的个人品德建设，即修身为先。这是因为，加

强党的道德建设的重点和关键，是加强党员的个

人品德建设，即修身为先。这是因为，党的先进

性要靠千千万万高素质的党员来体现，党的整体

道德水准有赖于每个党员的品德修养水平。党

员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操、人格品质，是一种最直

接、最生动的力量，最具基础性和根本性，最有说

服力和感召力。这就迫切需要教育引导广大党

员把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增强党性修养

中，培养出与时代相适应的道德情感、道德意志

和道德信念，形成美好的道德语言、道德行为和

道德习惯，不断发现和克服自身的缺点和不足，

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

面对党的执政活动的新变化，概括与提练

党的执政道德的新内容，使党的执政道德成为一

种既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吸收一切外界

有利因素，又体现时代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新型执政道德，是时代提出的重要理论课题。

这与亚当·斯密关于人性中“同情”和以此为基础

衍生的美德体系的论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一）培育道德情感，把人民的福祉当做自

身的幸福源泉

斯密认为，人天生具有同情心，可以通过想

象感受他人遭受的处境。“人，不管被认为是多么

的自私，在他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

心他人的命运，使他人的幸福成为他的幸福的必备

条件，尽管除了看到他人幸福他自己也觉得快乐之

外，他从他人的幸福中得不到任何好处。”我们自身

也会产生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是用以判断和审视当

事人的品质或行为是否合宜。同情不仅仅是“怜

悯”，更是一种“同感”。英国哲学家休谟也曾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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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起源于人们的同情之心。可见，道德情感是推动

人们选择善的重要力量。而情感的冷漠则大大削

弱了道德的情感基础，使个体道德失去了向上与进

步的动力。3作为领导干部，应当为官一任，造福一

方，权为民用，利为民谋，为人民群众掌好权，执好

政。这需要对人民群众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只有有

了这种感情，才会做到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

急，才能关心百姓疾苦，才能真正做到群众利益无

小事。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行为失范的重

要原因之一，就是犯了这种道德情感冷漠症，失去

了践行执政道德的情感力量。

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不仅表现在他们的道德

觉悟高低上，而且表现在是否具有道德情感上。一

个真正关心群众的干部，一个真正对人民献出爱心

的干部,才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有道德的干

部。因此，热爱人民、真情奉献的道德情感是新时

期领导干部必不可少的道德素质。领导干部在工

作中应该对人民群众倾注满腔的热情，真正做到亲

民、爱民,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尊重群众意

愿，做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维护者。要同人民

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关心群众疾苦，把人民的安危

冷暖放在心上，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这

是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的关键。

（二）树立道德信念，用“公正旁观者”拷问执

政良心

亚当·斯密把良心比喻为“心灵的法官”,认

为“它是理性、道义、良心、心中的那个居民、内心

的那个人、判断我们行为伟大的法官和仲裁人”。

虽然在一些场合,良心并不能得到一些人的理解,

但是“在所有场合,良心的影响和权威都是非常大

的,只有在请教内心这个法官后,我们才能真正看

清与自己有关的事情,才能对自己的利益和他人

的利益作出合宜的比较”。换言之，良心的作用可

以纠正人类天性中自私而又原始的激情。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道德主体，在其发展壮

大和领导革命与建设的历程中，特别是在成为执

政党而执政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具有执

政正义的道德观与执政的道德。中国共产党的道

德观是立党为公、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道德

观。为人民谋福祉，人民本位、人民利益至上、一

切以人民为依归，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价值

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坚守的“良心”标杆。只有

确立立党为公、立党为民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正确道德观，政党才具有合伦理道德性，中国共

产党的执政才具有执政合法性。合法性包含合法

律性和合道德性，其中合法律性是合法性的重要

保障，合道德性是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德”一直是

中国政治的最高追求。

中国共产党放弃“私利”，代表“公利”，将中

华民族的前途和利益置于最高位置，反映了本质

上的“普利性”和“利他性”，代表和协调了各方面

的利益关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德性本质和德

行壮举。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其

代表性自觉、先进性自觉、纯洁性自觉和执政党使

命的自觉，恪守自己的执政正义立场和观点，并在

领导中国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

始终树立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伦

理精神，在不断加强和巩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的实践中，不断生长出强大的道德力量。

（三）欲为民节，坚守审慎自制的执政态度

正如斯密所认为的，当一个人拥有了严格的

谨慎，严明的正义与适度的仁慈，也许可以称德行

完美的人。但是，并不能说是一个品德高尚的

人。因为，完美的人时常会受到一些因素影响我

们的情绪、行动，这就需要我们能够自制。“自制的

修养功夫，不仅本身是一项伟大的美，而且所有其

他美德也似乎是从它那里获得它们的主要光彩。”

“廉者，政之本也，民之表也；贪者，政之祸也，

民之贼也。”廉洁奉公,是自古以来为官从政的“大

德”。廉洁作为党政干部的从政之道，其价值意义

不仅仅在于洁身自好，更重要的还在于要“奉公”。

中国共产党应自觉遏制自己的欲望，做欲望的主人,

注意把握好各种欲望的尺度。自觉抵制官欲、物

欲、钱欲、色欲的诱惑，过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

生活关，永葆政治上的坚定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

为此，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用党性原则约束自

己，用反面典型警示自己，用群众的期望和意见反

省自己，增强抵御各种腐朽生活方式诱惑和腐蚀的

免疫力。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廉洁光荣、谋私可耻

的荣辱观，珍惜党和人民交给的权力，为党和人民

多做好事。要时刻按“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要

求，常修为官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除非分之想,常

省自身之过，自觉做到慎初、慎微、慎独，始终保持

共产党人那种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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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办事，把我们党的根本

宗旨切实落实到各项工作中，落实到广大人民群

众身上。尤其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为了人民的

利益甘愿在个人物质利益上作出牺牲和奉献。

要树立勤政为民的服务的观念，当好社会公仆，

为了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了

维护、实现、发展人民群众的更高物质精神文化

要求，深入实际，求真务实，改革创新，在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身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

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努力为群众谋

取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道德是其历史使命与无产阶

级政党责任的历史自觉与政治自觉，是自我调整

与社会、国家、人民群众关系的道德原则与规范体

系。任何政党都不可避免地要处于一定的生存环

境当中，而周围的环境总是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的。政党只有不断进行自身功能的调适适应，才

能真正适应不断变化的周遭环境，使政党的各项

功能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今天，在面临社会大

变革的现实情境下，强调执政党道德建设显得尤

为迫切和重要。由于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体制

转型的攻坚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着一些不

可避免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上国际政治经济格

局的调整变化，现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信

息化的广泛应用，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的影响程度前所未有。中国共产党面对这种翻天

覆地的变化，只有顺应时代要求，摒弃传统的革命

思维，与时俱进，积极扮演合适的功能角色，才能

扩展深化执政基础，使执政党执掌政权的运行空

间得到拓展。使得这种价值追求成为中国共产党

领导革命、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内在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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