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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BA_E6_97_B6_E4_c26_463756.htm 所谓职业道德，就是

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

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 （１）职业道德是一种职

业规范，受社会普遍的认可。（２）职业道德是长期以来自

然形成的。（３）职业道德没有确定形式，通常体现为观念

、习惯、信念等。（４）职业道德 依靠文化、内心信念和习

惯，通过员工的自律实现。（５）职业道德大多没有实质的

约束力和强制力。（６）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是对员工义务

的要求。（７）职业道德标准多元 化，代表了不同企业可能

具有不同的价值观。 （８）职业道德承载着企业文化和凝聚

力，影响深远。 每个从业人员，不论是从事哪种职业，在职

业活动中都要遵守道德。要理解职业道德需要掌握以下四点

： 首先，在内容方面，职业道德总是要鲜明地表达职业义务

、职业责任以及职业行为上的道德准则。它不是一般地反映

社会道德和阶级道德的要求，而是要反映职业、行业以至产

业特殊利益的要求；它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实践基础上

形成的，而是在特定的职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它往

往表现为某一职业特有的道德传统和道德习惯，表现为从事

某一职业的人们所特有道德心理和道德品质。甚至造成从事

不同职业的人们在道德品貌上的差异。如人们常说，某人有

“军人作风”、“ 工人性格”、“农民意识”、“干部派头

”、“学生味”、“学究气”、“商人习气”等、 其次，在

表现形式方面：职业道德往往比较具体、灵活、多样。它总



是从本职业的交流活动的实际出发，采用制度、守则、公约

、承诺、誓言、条例，以至标语口号之类的形式，这些灵活

的形式既易于为从业人员所接受和实行，而且易于形成一种

职业的道德习惯。 再次，从调节的范围来看，职业道德一方

面是用来调节从业人员内部关系，加强职业、行业内部人员

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它也是用来调节从业人员与其服务对

象之间的关系，用来塑造本职业从业人员的形象。 最后，从

产生的效果来看，职业道德既能使一定的社会或阶级的道德

原则和规范的“职业化”，又使个人道德品质“成熟化”。

职业道德虽然是在特定的职业生活中形成的，但它决不是离

开阶级道德或社会道德而独立存在的道德类型。在阶级社会

里，职业道德始终是在阶级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制约和影响下

存在和发展的；职业道德和阶级道德或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任何一种形式

的职业道德，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阶级道德或社会道德的

要求。同样，阶级道德或社会道德，在很大范围上都是通过

具体的职业道德形式表现出来的。同时，职业道德主要表现

在实际从事一定职业的成人的意识和行为中，是道德意识和

道德行为成熟的阶段。职业道德与各种职业要求和职业生活

结合，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形成比较稳定的职业心

理和职业习惯，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在学校生活阶段

和少年生活阶段所形成的品行，影响道德主体的道德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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