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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公民意识现状及提升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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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成员对作为公民角色及其价值理想的自觉反映，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公民意识与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公民意识的确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 内容。针对我 国目前公民意识现状呈现总 

体欠佳的实际，文章对其进行了原因分析，并就提升公民意识的对策提出建议：借鉴国际经验，设计我国公民意识教育模式； 

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公民主体性教育；加强公民意识教育，要把普及法律常识作为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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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 

当家作主”中谈到：“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党的报告中首次出现 

“公民意识”一词，符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和民主法治的需 

要，说明我党已认识到了提高公民意识对于社会可持续健康 

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针对我国公民意识欠佳的现状，如 

何增强社会每个成员的公民意识、构建和谐社会，有针对性 

地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对策，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 公民意识的内涵 

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民法通则》对“公民”一词 

如是界定：所谓公民是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 

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那么，“公民”到底 

是个什么概念呢? 

“公民”一词，我们并不陌生，但“公民”这个概念并非孕 

育于中国传统文化里。从历史上看，公民一词最早产生于古 

希腊城邦时代，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权利义务相联系的概 

念，指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和积极参加集体事务的人。在现 

代法学意义上，公民指自然人，是个人而非群体的一种身份， 

公民是反映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公民是国家这个最 

大的政治社群的成员资格的表示，即公民资格；公民是特权 

的代名词，经历了从特权向普遍权利的发展历程；现代意义 

上的公民是一个具有独立、自由、平等人格，享有充分的法律 

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参与权利的人。 

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的成员对作为公民角色及其价值 

理想的自觉反映。它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 

意识、规则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平等意识、公共精神、自主理 

性等。公民意识的核心内涵是公民的身份意识，即意识到自 

己的公民角色，而非市民、百姓、国民、臣民、群众的角色。事 

实上，公民意识不仅能直接表明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程度， 

而且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作用。公 民是否 

具有公民意识，能否扮演好公民角色，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能否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否顺 

利构建的重要因素。 

在我国，首次提出公 民意识问题的是彭真同志。1982 

年，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 

出：要求公民提高自己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的自觉性，正 

确地维护和行使 自己的各项权利，自觉地履行 自己的各项义 

务，“养成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又指出：“要在全体人 

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增强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 

这就是说，养成和增强公民意识，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实践中提出的一个新问题。lJ 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 中全会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再 

次指出：“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 

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 

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 

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团结和引导亿万人民积极向 

上，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这实际意味着已经把 

德育思维的基点倾斜于“广大的中间地带人群”， 以此增强 

公民的责任意识。2001年党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 

纲要》，强调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而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 

“八荣八耻”，再次强调了道德价值等公民意识的培养。2OO7 

年“公民意识”一词进入了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这足以说 

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已清醒认识到“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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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国公民意识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公民意识的现状主要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 ： 

(一)公民主体意识模糊 

公民意识的核心是主体意识——道德主体意识和法律 

关系的主体意识，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的主要承担者都是公 

民，道德的实施、法律的适用都需要公民意识的高扬。道德 

意识要求公民敬人者人恒敬之，平等待人，法律意识要求公 

民遵守“平等原则”；道德要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法律 

就有“无因管理”的规定。然而，一些公民在从事某项行为 

时，没有遵守上述规则。如一些人在现实生活中，不尊敬和 

赡养老人，不关爱未成年人；一些人因经济困难而得到社会 

各界人士的捐助，不知道感恩；更有一些等着父母收拾宿舍 

的大学生和那些坦然当 “啃老族”的青年人等等。这些人没 

有意识到 自己在宪法上是一个自主的公民，是社会政治生活 

和社会生活的主体，是国家法治建设的直接实践者，是社会 

人，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在社会规范、法律规范之 内，应履行与 

自己权利相对应的义务。而另一些人主体意识凌驾于法律 

之上，心中只有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特别是掌握公共资源的 

一 些政府官员，唯我为大，不是造福于民，而是祸害一方，这 

种政府官员身上表现的是腐化的主体意识。 

(二)公民权利意识淡薄 

权利意识泛指人们对于一切权利的认知、理解和态度， 

是人们对于实现其权利方式的选择、以及当其权利受到损害 

时以何种手段予以补救的一种心理反映。我国部分公民对 

自己的权利认识不够，一是不珍惜 自己的权利 ，如我国宪法 

规定年满 18周岁的公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外)都有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一些公民不重视 自己所拥有的选举权 

利，认为是可有可无，拿到选票就撕得粉碎；二是当自己的权 

利受损时不知道该如何去诉求保护，如一些公民买到劣质产 

品时，不向商家索赔，而归咎自己倒霉；三是一些人不知道哪 

些权利是自己的，也不知道自己行使权利的正当性，如一些 

农民工在外做事，不知道 自己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自己 

有哪些权利，导致屡次权利遭侵害而受损；四是一些人不尊 

重别人的权利，随意侵犯别人的权利，如一些官僚主义的行 

为等等。 

(三)公民责任意识缺失 

责任是宪法的生命。责任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所承担的 

与 自己的社会角色相适应的应为的行为和社会成员对 自己 

的实际行为所承担一定后果的义务。责任意识是个体对角 

色职责的自我意识及自觉程度的呈现 ，即社会成员对 自己所 

应承担的社会职责、任务和使命的自觉意识，它要求社会成 

员除对自身负责之外，还必须对他所处的集体及社会负责， 

正确处理与集体、社会、他人的关系。同时，社会责任是一种 

处世哲学，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在社会中的具体体现。但我国一些公民责任意识十 

分欠缺，一些人对社会不负责、对家庭不负责、对 自己不负 

责，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没有民族责任感、心 

中有的只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时刻想到的是 自己的一 

己私利。如某地保险公司推出酒后驾车保险之后，许多司机 

立刻想：好啦，这下可以高枕无忧、恣意妄为了。酒后驾车保 

险，在IN~'b实际上是一种十分普遍和常见的商业责任保险， 

主要是为了而且也确实保障了当事人的实际经济利益。在 

大多数外国人看来，酒后驾车保险绝不意味着驾驶员可以恣 

意妄为，因为经过长期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训练和熏陶， 

他们却非常自觉遵循规则，尊重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和权利。 

(四)公民平等意识弱化 

笔者曾就“人生而平等”作了一项调查，65．7％的人认为 

人生而不平等。人生来平等，它是以权利主体的多元性和权 

利内容的多元性作为基础的。多元的权利主体和多样的权 

利内容，使平等权成为必要和可能。平等权既包括着不同权 

利主体之间的平等，也包括着不同权利主体在不同权利领域 

或方面的平等。从权利主体来看，平等权有种族平等权、民 

族平等权、男女平等权等；从内容上看，平等权有经济平等 

权、政治平等权、文化平等权和教育平等权等。平等权主体 

和内容的多元性，要求每个人必须具有较强的平等意识，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平等权确被边缘化，如国家提倡男女平 

等权，但在就业、晋升和离退休方面却有推不掉的坎儿，还有 

屡见报端的同命不同价问题。机会和分配不均等有悖于“十 

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 

三 我国公民意识欠佳的原因 

(一)封建残余思想的贻害，是公民意识先天不足的根本 

原因 

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皇朝统治，封建思想在人们头 

脑中根深蒂固．封建社会是不存在公民这个概念的，作为个 

体的人不是受制于自己，而是受制于封建皇朝，皇帝高高在 

上．其他皆为“臣民”，没有独立的人格，“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说明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力量，是 

人治而不是法治。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第一部《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的颁布，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开始萌芽，但由于受 

“左”的影响，一直未能发展起来，在思想领域内，受阶级斗争 

影响．“公民”二字往往被看作是“非人民”的代名词，宪法规 

定的基本权利被剥夺，人民的思想被压制和禁锢，改革开放 

以后，党中央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们才从 

禁锢中解脱出来，但封建残余思想仍不能一下铲除，中国的 

“国民性”始终没有摆脱鲁迅所抨击的阿 Q相。 

(二)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是导致公民意识后天不足的 

主要原因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经济和社 

会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地区差异、公民素质差异比较明显。 

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 

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不同群体的 

经济状况、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呈现明显差别，人们思想活 

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 日益增强，无论是在理 

想信念、道德风尚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多样化”的倾向日趋 

明显。如改革开放时期成长的“第四代”，寻求自我、呼唤价 

值与人生、主体意识高涨；在市场经济中长大的“第五代新人 

类”，生活中到处是高科技，但却对未来充满不满与不安全 

感，分崩离析的价值观使他们与社会产生严重的疏离，信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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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价值观。 

(三)教育本身的某些失误，是公民意识欠佳的直接原因 

我国教育本身的失误，直接导致了公民意识淡薄。就拿 

刚学会走路而摔跤的小朋友来说，假如这个小孩摔倒了或者 

碰到树了，因为疼而哭泣，中国的父母为了哄住小孩不哭，将 

责任归责于这块地或树长的不是地方，而不是教育小孩从自 

身找原因，将责任承担下来，到了小孩懂事读书了，父母、老 

师灌输的是大道理，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有哪些权利和应承 

担什么样的义务，更不用提社会责任了。如今面临越来越严 

峻的就业形势，很多大学开始过分注重应用教育、技能教育， 

忽视人文教育，更不用说公民意识教育，这样的举措虽然在 

短期内可能起到一定效果——毕业时就业率提高，但无疑是 

剜肉医疮，其后果是大学沦为职业教育机构，真正的大学不 

复存在，长远而言，将致使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崩溃， 

国将不国也不是危言耸听。早在 19世纪，英国宗教领袖、教 

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就说过：“如果一定要赋予大学教育一 

个切实的目的，我的主张是培养社会的好公民。"【钉而公民素 

质教育恰恰是我国教育一直长期缺失的。 

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正是意识到了教育要着眼全球，与时俱进，不断 

及时地更新教育理念和教育手段。近些年来，国家也在提倡 

素质教育，倒也令人欣喜。挽救以前的教育失误，把教育的 

目的、手段匡正到正常轨道，才是真正地实现教育的巨大力 

量，从而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由于教育的某些失误，导致一直以来我国欠缺公民意识 

教育的理念。目前仍没有具体的公民意识教育的教材、内 

容，虽然也散见一些文件中强调权利、义务、集体观念、民族 

感的教育，但不系统，不象美国有专门的<美国公民学》内容 

涉及公民初步、公民与政府的关系、经济义务、公民与社会的 

关系、公民与国际的关系等。 

四 提升我国公民意识的对策 

“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的基础，市场经济的保障。公民 

普遍具有公民意识，有利于民主体制的健全，有利于法治秩 

序的建立。我国著名法学家张友渔把公民意识喻为“现代社 

会意识重要支柱”。在新的形势下，公民意识必须成为我国 

公民必备的基本精神素质，公民意识的增强和养成亟不待 

言，而养成和增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关键在于教育。邓小平 

同志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解决教育问题，根本问题是教 

育人。” J一定的社会意识决定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作为社会意识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公民意识，本质上是社会 

主义经济关系和政治法制关系的反映。然而，如果离开这个 

意识的本源问题，仅就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培养来说，那么， 

根本问题在于教育。[6 所谓公民意识教育是指培养公民参与 

管理适合公共事务的价值、知识和技能。从政治学的意义上 

是指通过公民意识教育，把公民培养成合格的社会公民，即 

“社会人”、“政治人”；从法学的意义上，是指通过公民意识教 

育把公民培养成具有民主法治理念、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意 

识、能够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和自觉承担责任的具有行为能力 

的公民。 

(一)借鉴国际经验，设计我国公民意识教育模式 

在公民意识教育方面，国外有很多成功经验可以借鉴。 

从美国的“公民教育”到德国施罗德的“新治理”的公民社会 

模式，都特别强调公民意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7 德国公民 

意识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教育、集体观 

念教育、权威感教育、民族感教育和劳动教育等。新加坡在 

1960年就颁布了公民训练综合大纲，1992年使用<好公民》 

教材。韩国设有专门的道德课和<国民伦理课》，开展“国民 

精神教育”。我国香港教育署推出的<学校公民教育指南》规 

定从幼儿园开始，在内容、形式、途径、模式等诸方面都有详 

尽的要求。我国台湾地区在高中设有“公民与道德”课，以公 

民道德为经，公民知识为纬，范围包括教育、社会、法律、政 

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 

综观上述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公民意识教育的方式 

方法，笔者建议，国家应组织力量制订统一的<公民手册》，但 

手册的内容不能千篇一律，必须针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内 

容，如对于文盲人群就应将要表达的内容制作图片，对小学 

生其手册内容应更具体，对中学以上学生其德育课要围绕公 

民教育的基本含义展开，爱国教育、法制教育、健康人格教育 

要成为德育的基本内容，大学法制教育则要侧重于法律的形 

成、演变，即从社会背景中分析中国的法律制度，把法制教育 

同介绍中国社会特点、分析我国社会制度结合起来，出发点、 

归宿点就是要说明我国法律的合理性、权威性、神圣不可侵 

犯性。一名合格的公民必须尊重中国的法律、道德、价值观 

念的行为规范及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公民主体性教育 

无论科学发展到什么程度，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都是围绕人的本质和人类需要去发展的。坚持以人为本，首 

先，要创造尊重人、尊重人权、尊重人格的社会氛围，对各种 

利益主体表达自己合法利益诉求的权利给以必要的宽容，维 

持各种利益之间的基本均衡；其次，要培养人的主体意识，培 

养人的主体能力和主体精神。市场经济的自主、开放、平等 

的特征，确认了公民个人的主体性地位。公民的主体地位本 

质上是意识的和自觉的，人们没有对自己是公民的自觉意 

识，就谈不上实现公民的主体地位。这个自觉过程实质上是 
一 个认识和学习的过程，它主要靠教育而获得。 因为公民 

的本质内在地决定了它必须以公民的独立性为前提。作为 

以公民为基层细胞的社会，必须以人的主体性为前提，以提 

升人的主体性为目标，在规划国民教育实施方案时，应明确 

公民的主体地位，重视公民个体价值，强化公民主体意识，使 

每个公民在自己的行为过程中，处理好人与社会、人与国家、 

人与世界及人与生态的关系，自觉成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主 

人，成为宪政的主体，自觉参与国家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 

监督活动。 

(三)加强公民意识教育，要把普及法律常识作为重要环 

节 

公民意识是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相适应的主体自由追 

求和理性自律精神，因此，国家要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宣 

传法律，《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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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指出：“要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增 

强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在普 

及法律常识的工作中，引导人们在熟悉宪法和法律基本内容 

的基础上，着眼于树立和增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增强依法 

办事的自觉性，逐渐使公民的价值观综合到社会主义法律所 

倡议的价值规律中，从而使法律规范内化为公民的行为之 

中。同时，积极培养公民的守法行为，明确自己承担的社会 

责任、权利和义务，自觉用法律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 

看待个人的权利，自觉履行 自己的义务，公民权利和公民责 

任(或公民义务)(比如纳税、服兵役、遵守各种法律法规)是 
一 对孪生子，前提自己是一个权利主体，是国家和社会的主 

人。 

和谐社会是全人类共同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实现和谐 

社会，是任何一个政府、政党不断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类 

可持续发展的最高境界。如何保证和谐社会下的个人自我 

觉醒和自我实现，我们必须围绕“人”字做文章，加强公民意 

识教育，提高公民素质，已是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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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1硷 Current Situation of 

Ci词 Awareness and the S0lution for Enhancement 

U『【J He—fu 

( ofSouth China，Hergyang 421001，Ch／na) 

Ab ract： The citizen sawareRe~ reflects the value ideal of modem society melnber as a citizen role and is rich in content．It is closely 

com'z~tedto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democracy．Its establishmentistheimportant aspectsfor c0ln曲m她 socialist harmonious~iety．The 

writer ves analysis about the current unpeffect situation and mak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i．e．1eaming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 

ence，establishing the model of our citizen sawarene~education，persisting in“#ring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 to the people’s interests”， 

strengtheningidentity education ofthe citizen，t~dngthe popularization offoundamkental1egal knowledge as a keylinktopromotethe civic ed- 

ucafion． 

Key words： the citizen； the citizen awareness； the civic education； halllloniou8 s∞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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