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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5/2021_2022__E7_94_B3_E

8_AE_BA_E6_97_B6_E4_c26_495292.htm 从道德范畴来讲，诚

信即待人处事真诚、老实、讲信誉，言必行、行必果，一言

九鼎，一诺千金。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诚，信也

”，“信，诚也”。可见，诚信的本义就是要诚实、诚恳、

守信、有信，反对隐瞒欺诈、反对伪劣假冒、反对弄虚作假

。（一）诚信是支撑社会的道德的支点 诚信是我国传统道德

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就是说讲诚

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在我国传统儒家伦理中，诚信

是被视为治国平天下的条件和必须遵守的重要道德规范。古

代圣贤哲人对诚信有诸多阐述。比如：孔子的“信则人任焉

”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民以诚而立”；孟子论诚信 “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

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荀子认为“养心莫善于诚”；墨子

曰“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老子把诚信作为

人生行为的重要准则：“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庄子

也极重诚信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庄子把“本真”看做是精诚之极至，不精不诚，就不能感

动人，这就把诚信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韩非子则认为“巧

诈不如拙诚”。总之，古代的圣贤哲人把诚信作为一项崇高

的美德加以颂扬，生动显示了诚信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和

地位。从古到今，人们这么重视诚信原则，其原因就是诚实

和信用都是人与人发生关系所要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没有

诚信，也就不可能有道德。所以诚信是支撑社会的道德的支



点。 （二）诚信是法律规范的道德 诚信原则逐步上升为一种

法律原则始自罗马法，后来被法制史中重要的民法所继承和

发展，比如法国民法、德国民法、瑞士民法等，如《瑞士民

法典》总则中的第二条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地行使其

权利并履行其义务。” 诚实信用也是我国现行法律一个重要

的基本原则，在《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中有明确的规定。由于其适用范围广，对其他法律

原则具有指导和统领的作用，因此又被称为“帝王规则”，

可见“诚实信用”是并非一般的道德准则。在诚实信用成为

法律规范的时候，违反它所承受的将是一种法律上的责任或

者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可以是财产性的，

也可以是人身性的；可以是民事的、行政的，甚至可以是刑

罚。因此，诚实信用又是支撑社会的法律的支点，是法律规

范的道德。 （三）诚信是治国之计 诚信为政，可以取信于民

，从而政通人和。倘若言而无信、掩人耳目、弄虚作假，社

会就无从安定。古有“欺君之罪”， “欺君”不仅是冒犯尊

严，而且会误导决策，祸国殃民。 “欺民”亦不可，所以有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说。中国古代有商鞅立木树信的佳

话，也有不讲诚信而自食恶果的烽火戏诸侯。中国古代思想

家更是把“诚信”作为统治天下的主要手段之一。唐代魏征

把诚信说成是“国之大纲”，可见“诚信”之重要。 当前党

和国家提出的“以德治国”，是诚信为政的体现，也是对我

国优秀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落实“以德治国”，贯彻《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全社会倡导诚实守信的精神品

质，是对优良传统的继承，也是时代的要求。 （四）诚信是

行业立身之本 诚信是为人之道，是立身处事之本，是人与人



相互信任的基础。讲信誉、守信用是我们对自身的一种约束

和要求，也是外人对我们的一种希望和要求。如果一个从业

人员不能诚实守信，那么他所代表的社会团体或是经济实体

就得不到人们的信任，无法与社会进行经济交往，或是对社

会缺乏号召力和响应力。因此，诚实守信不仅是社会公德，

而且也是任何一个从业人员应遵守的职业道德。 诚实守信作

为职业道德，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其基本作用是树立良好的

信誉，树立起值得他人信赖的行业形象。它体现了社会承认

一个行业在以往职业活动中的价值，从而影响到该行业在未

来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无信不立”，对一个行业来说

，同样只有守信用、讲品德，才能从根本上做好行业品牌、

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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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