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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活动的必然

体现，为此，学术界展开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理论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形成了初步的共识。对现有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评价，既有助于深化此领域的研究，同时又能

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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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提出要进一步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教育活动，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大众化正是其必然体现。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研究已经展开，有必要对已有

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评价，并找出存在的问题，

明确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这样既有助于深化此领域

化的研究，同时又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

的进一步扩展。 

一、研究概括 

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进行统计，从2000年

到2013年篇名中含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

“大众化”的文章179篇。对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全文数据库进行统计，题名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与“大众化”的论文有5篇。对中国博士学位

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统计，题名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与“大众化”的论文只有1篇。对中国国

家图书馆中文图书库进行统计，正题名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化”的专著有3部。 

表1 

检索条件 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知网 

检索主题词 时间（年月） 专著（部） 论文（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大众化” 

2000—2007 0 0 

2008—2009 0 6 

2010—2013.8 3 173 
 

从表1统计结果不难看出，近13年来，学术界关

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研究总体上

从零开始，不断处于上升 势，特别是2010年以来，

研究的篇幅增加很多，猛增到170多篇。探讨这一主

题文章的数量惹人注目，这是与我党关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新举措的推出后，学术界密切关

注相关的。梳理相关研究资料中可以得知，学者们

予以重点关注的是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

化的实现路径和对策的研究，而相应的研究视角主

要以意识形 的视角为主。 

二、研究的主要思路和见解 

学术界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了充分

的理论探讨的前提下，如何推进其大众化就进入了

学者们的视野。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

这个研究领域，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和思路进行阐释，

形成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见解。 

（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研究

意义即必要性的探讨 

一个理论的研究意义即必要性的探讨是其研究

工作开展的逻辑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

化研究的必要性也是首先要分析的，否则研究就没

有任何意义。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

必要性，学界进行了多维度的探究。有学者从意识

形 安全的战略高度，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大众化能增强广大民众抵抗错误思潮干扰的能力，

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1]
。有学者则从文化的视角，

指出它能够从精神深处感召广大民众，有利于形成

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而这正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现实要求
[2]
。有学者提出这是协解社会关系的现实

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在协调社会矛

盾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它可以引领人们正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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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矛盾冲突，进一步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3]
。

还有学者从理论发展需要的角度，认为这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自身发展和完善的需要
[4]
。 

（二）对影响此研究领域的消极因素的剖析 

任何一门研究领域都存在若干影响性因素，而

消极因素的存在会比较严重地阻碍此项研究工作的

进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研究也不例

外，它存在着较多的障碍影响性因素，学者们从多

种角度对这些障碍性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够加

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研究进程。首先

表现在理论研究本身，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理论的话语转化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还停留在

“抽象”、“深奥”和“政治话语”的层面，难以得

到广大民众的认同
[5]
。其次是人们思想认识上存在误

区，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并不全面，

有学者认为我们只注意到它在政治口号和宣传教育

中的份量，而对它与人们现实利益、思想感情和行

为方式的实际联系却关注不多
[6]
。再次存在实践上的

误区，如方法简单粗暴、一厢情愿的倾向，知行不

一、口是心非的现象
[7]
。还有学者把它归结为大众化

建设所需要的有形载体渠道狭窄、覆盖面差，导致

影响力弱，从而影响了这一进程和效果
[8]
。 

（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理论

内涵的阐释 

阐释理论内涵是研究工作的基础，针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理论内涵的阐释，学者们

多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成果来进行，这

是当前普遍采用的一个阐释路径和方法。 

有学者从过程论的视角来解读，它不是一个纯

粹的理论研究，而是“理论联系实际，实践又完善

理论”的过程，是一个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掌握，

同时又能被自觉用来指导实践的过程
 [9]

。 

有学者从质与量的内在规定性的双重视角来分

析。质的规定性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化

大众”和“大众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两个方

面。从量上而言则表现人数的扩展和认识的深化
[10]

。 

（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实现

途径和对策的研究 

选择合适的实现途径对于加快推进此项研究非

常重要，这恰恰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并提出了一

些相应的思路和对策，试图来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大众化中遭遇的现实困境。 

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与理

解是推进其大众化的首要前提，因此有学者从知行

角度提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通俗化、

具象化和普及化推进其为广大民众认知和理解
[11]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研究不仅仅是一

个纯粹理论领域的问题，还存在着一个理论向实践

转化的过程，有学者提出，要进一步铺设理论与现

实之间的桥梁，使其更加符合广大民众的认知特点

和规律
[12]

。在具体操作方法上，有学者提出加强教

育引导、强化媒体引导、实施文化渗透、注重实践

养成、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等多种相应的路径
[13]

。另

外，学者们还高度关注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

用，有研究者主张依托特色理论教学来推进青年学

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进程
[14]

。 

（五）关于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课题的研

究是从2011年开始的，这与学术界对核心价值体系

大众化的研究逐渐深入有关。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理论阐述相对复杂，广大民众普遍难

以掌握，因此提练出简洁、易于被大众接受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当前此项课题的研究热点和

重点。 

学界对如何提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多

维度的剖析，主要涉及提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必要性、基本思路和多重路径等多个方面。 

当前学界对提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基本达成共识。这项研究是我党的高度政治自觉；

是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是应对西方价值观的挑战

的必然要求
[15]

。 

在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思路上，学

者们主要围绕着主体定位、理论基础、现实依据、

文字表述等方面展开
 [16]

。在具体内容上，学界尝试

凝练了几十种内涵不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

述，观点各异。 

三、理论探索中的薄弱环节以及进一步深入的

方向 

应该看到，对进一步推进此项领域的研究仅仅

只是学者单方面的建设思考，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

些薄弱环节。 

就理论研究而言，研究的整体质量有待进一步

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相关问题的

探讨还不够深入。不少的研究成果仅仅停留在对党

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的呼应，哲学论证的深度不够，

对人们所关注的如何大众化问题并没有作出令人满

意的回答。就具体研究内容来说，重复研究的成果

比较多，解释性、宣传性的研究占的比例比较大，

有关本课题的一些难点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其三缺乏实证研究，研究视角相对比较单一，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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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 角度进行研究，研究方法主要以理论演绎

方法为主，存在研究无法进一步深入的瓶颈。 

由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研究

还有待深入，针对已有成果中存在的不足，要着重

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 

首先，应拓展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

化的相关基本理论问题。其一是加强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理论提炼。当前应该在十八大报告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的基础上提练深化。其次，

从学理上进一步阐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有

利于广大民众掌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再次，从可

操作性视角，深入探讨其实现路径。 

第二，应深化此项领域的实证性研究。实证调

研是理论研究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它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研究中必须加强的一个环节。

唯有此，学者们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实际状况，提出的思路和

对策才能有针对性和操作性。 

第三，应强化不同国家建设核心价值的比较研

究。各国在进行核心价值建设的过程中分别都积累

了非常丰富的有益经验，我们进行“拿来主义”的

比较研究时，当然不能做简单的抽象的比较，而应

该结合具体的国情去加以分析对比才能得出科学的

结论。 

第四，应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

的多视角综合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

不是单一学科研究的课题，它涉及比如社会学、伦

理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领域，因

此，在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时，要借

鉴它们的学科优势，从而强化对此项问题的研究。

在研究对象上，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建

设的整体情况和各个特殊群体的大众化建设情况结

合起来；在研究范围上，要把全国范围内的大众化

建设情况和不同省情、不同区域文化条件下的大众

化建设问题结合起来；在研究方法上，要把宏观的

历史审视和微观的个案透视结合起来。这样，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研究就会呈现多元化的

格局，得到丰富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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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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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pulariz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is the necessary reflection of conducting in-depth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n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Therefore, discussion in academic circles has made some 

progress and the initial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Overall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about populariz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are conducive not only to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theory, but 

also to further promot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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