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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观(“八荣八耻”) 1、2006年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

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

十分突出的位置，着眼于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培育有理想、有

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胡锦涛指出：“

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

中体现。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

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

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要在全社

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

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

气的形成和发展。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

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

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

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

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

、以骄奢淫逸为耻。来源：www.examda.com 2、社会主义荣

辱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它



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了人类传统荣辱观念的积极因素，集中体

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共同要求，反映

了社会主义国家全体公民的共同愿望。因为社会主义荣辱观

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

基础之上的，这就了它的根本属性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和推进社会全面进步。胡锦涛同志概括的以“八荣八耻

”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涵盖了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

核心内容，反映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根本

要求，明确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对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新概括。“八荣八耻”虽然只有八句话

，但是基本涵盖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整体内容，全方位体现

了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这八条中第一条是国家观

，强调必须热爱祖国不能危害祖国；第二条是人民观，强调

必须服务人民不能背离人民；第三条是科学观，强调必须崇

尚科学不能愚昧无知；第四条是劳动观，强调必须辛勤劳动

不能好逸恶劳。国家观、人民观、科学观、劳动观是事关国

家、民族、社会和人生的最基本、最主要的问题。后面的四

条，则具体人我观、义利观、法纪观、生活观。这八个观就

构成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科学体系。“八荣八耻”社会主义

荣辱观把握了时代所产生的问题的症结，并指明了解决的途

径。它不仅是一个普通的道德标准，而且也是一个包括法律

、道德和信念三个层面的公民生活规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