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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1991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ssued a “White Paper on common values,” trying to launch 
five “shared values” accepted and recognized by various nationalities, all walks of life and people of different 
religions in Singapore, that is, “country above self, social interests come first; family-rooted, commu-
nity-based; care and support others, respect for the individual; seek common ground, reach a consensus by 
negotiation; promote racial harmony and religious tolerance.” More than a decade,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steadfastly advocated and firmly practiced the common values, achieving ideal effects, which promot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stabilize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maintains a good social order.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Singapore is of great inspir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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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91 年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推出了力图为新加坡国内各民族、各阶层、

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所共同接受和认可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念”，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

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十多年来，新

加坡政府始终不渝倡导并大力践行这一共同价值观，取得理想效果，推动了新加坡经济的发展，使得

政局稳定，社会秩序良好。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对于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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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 提出的背景 

1.1 新加坡屈辱的历史 

新加坡有一段很长的屈辱史，曾两度被英国占领

并使其成为殖民地，二战期间还曾被日本强占。直到

1965 年才获得独立。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给新加坡

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最主要的是精神上和心理上

的摧残。这使得新加坡国民备受奴役、压迫之苦。殖

民统治者往往在掠夺资源和财富的同时，还不断移植

和渗透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和价值

观念等等方方面面。这种不幸的历史使得新加坡国民

在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方面很难达成一致，价值观

念混乱，国家意识淡漠。因此，尽快消除殖民统治的

不良影响，重构新加坡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

是摆在新加坡政府和领导人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1.2 多元的社会结构 

从社会结构来看，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社会。

除了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这三大主要种族外，还有

欧洲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等少数种族。不同的种族

就使得新加坡有不同的语言文字、文化习俗和价值观

念等。新家坡语言结构相当复杂。除了华语、马来语、

泰米尔语以及英语这四种主要语言外，还有多元方言，

使其成为语言结构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在宗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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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道教外，还

有兴都教、耆那教、锡克教、犹太教、火教、天理教

以及华族创造的“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儒、道、

释、耶、回”五教合一的宗教。这种多元的种族结构

和宗教信仰，极易产生种族歧见和宗教分离，不同的

信仰很容易使社会秩序混乱。因此要想新加坡和谐稳

定发展，必须把不同的种族调和为统一的整体，形成

种族一体化，使得各种族认同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

并在这一旗帜下为新加坡而奋斗。而这也是新加坡政

府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提出共同价值观的

主要原因之一。 

1.3 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 

新加坡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这是很多其

他亚洲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很大

优势。它地处东南亚马来半岛南端，位于马六甲海峡

出口，扼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六七十年代以来，

新加坡经济获得飞速发展，国内政局持续稳定，人民

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繁荣向上的景象，并成为亚洲

四小龙之一。但是，在取得发展的同时，新加坡领导

人并没有被眼前的成绩冲昏头脑，他们清醒地意识到

新加坡的局限性和脆弱性。新加坡是一个海岛小国，

其国土面积只有可怜的 622 平方公里，人口稀少，而

且其资源十分短缺，连淡水都要依靠进口，除了少数

加工业外几乎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经济发展以转口

贸易为主，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特征，对外依赖

程度比较高。这样的自然条件，要求国家的发展不能

有任何的失误，否则整个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因此，

要想实现国家的长久发展，就必须要使国民丢掉优越

感，不能为暂时的繁荣而忘乎所以，要有长远的发展

目标，而只有国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自强不息才

能保证国家的进步和稳定。这也是新加坡政府提出共

同价值观的重要原因。 

1.4 社会现实危机 

从 70 年代开始，新加坡加快了对外交流和开放的

步伐，工业化进程也随之加快。但是与之相伴也开始

出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社会危机：由于出现分层教

育以及英才教育而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同时中产阶

级的涌现，要求分享权力的呼声渐高。宗教教育的放

纵导致宗教热情增长，宗教干预政治的苗头开始出现；

过分强调儒家伦理导致别的种族的不满[1]；而随着对

外交流的深入，英语开始成为主导的潮流，从而导致

了母语衰落，传统文化开始流失。特别是西方个人主

义、功利思想和自由思想在新加坡泛滥，导致道德水

准下降，社会风气大变，一些人 

盲目崇拜西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

开始盛行，传统的亚洲价值观受到严重挑战等等。社

会现实危机的出现，使新加坡领导人认识到，必须通

过构建共同价值观来加强全民共识，缓解社会危机，

增强国民凝聚力。 

2 共同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2.1 国家至上，社会为先 

这是共同价值观的核心。顾名思义，就是国家和

社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次之。当个人利益

与国家利益冲突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个人的利益

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句话主要阐明了国家、社会、

个人几者之间的利益归属关系。国家利益永远置于个

人利益之上。 

2.2 家庭为根，社会为本 

这是指通过维持一个传统而健全的家庭来促进社

会的发展和稳定。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只有家

庭稳定了，社会才能和谐发展。然而，近几十年来，

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家庭中的人情关系却越来越淡

漠。例如：两性关系放任，婚前同居现象普遍发生，

离婚率不断攀升，子女独居盛行，空巢老人越来越多，

家庭的传统功能日渐衰败。而可怕的是新加坡也受到

这股西风的侵蚀，家庭问题越来越严重，家庭的不稳

定因素势必要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下一代的成长。家

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家庭和睦会为孩子成长提供一

个良好的环境。因此，有必要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稳定。 

2.3 关怀扶持，尊重个人 

这是指保护个人的生存权利，尊重个人的合法权

益，关怀每个人，关怀主要是对那些所谓的弱势群体

同情和支持。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中，个人的权利和

利益都应该受到尊重。但是，个人与国家或个人与社

会永远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个人的权利和利益经常与

国家和社会的权利和利益发生冲突。这一条与第一条

相得益彰。国家利益固然重要，但是个人利益也不能

忽视，必须重视个人的权利。在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

前提下，应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在新加坡尊重个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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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指保障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每个人都是社会中

的人，政府关心个人，可以使个人更加全力为国家奉

献自己，也可以使新加坡变成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国家。 

2.4 求同存异，协商共识 

这条价值观的主要意思是，遇到问题时通过协商

来解决。当遇到分歧时，应该具有忍让和包容的精神，

要互谅互让，通过协商消除分歧，而不是把矛盾扩大

化。否则，会导致社会成为一盘散沙，危及国家的利

益与稳定。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拥有不同的价

值观念，因此不能强制他们的想法一致。所以在遇到

分歧时要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在协商的基础上达成

一致。[2] 

2.5 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新加坡种族多，宗教种类复杂，现今仍然存在着

的各种族在文化、语言、宗教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巨

大差异。绝大多数的新加坡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因而新加坡把宗教信仰看作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因

素。因为一旦产生宗教冲突和矛盾，那么势必会影响

社会的稳定。因此政府把这一条作为各族人民的生活

准则提出来，是十分有益的。[3] 

3 “共同价值观”的提出对构建我国和谐社

会的启示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

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当前，

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

着力在塑造共同理想信念、重新审视中国传统道德的

重大价值、营造良好的德育氛围、积极开展道德实践

活动等方面下功夫，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

大的精神动力。[4] 

3.1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塑造全体公民的共

同理想信念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

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社会是

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全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

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

共同的理想信念是我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新加坡政府立足本国国情，加

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爱国主要

教育，弘扬“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

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

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共同价值观念，取得了良好

成效。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

键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的进一

步扩大，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利益主体多元化、

阶层结构复杂化，贫富差距扩大化，以及西方价值观

念的强力渗透，使不同的价值观念相互碰撞、冲突，

不少人在这一过程中迷失了道德方向，产生了一系列

心理和社会问题。要在新形势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共同理想和道德规范，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科学内涵——“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

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于自然和谐相处”贯穿于公民

道德建设的全过程。 

3.2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新审视以儒家文

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的重大价值 

新加坡道德教育批判性地吸收和发扬儒家文化和

传统道德，为我们进行德育改革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共同价值观”的内容与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在许多

方面是不谋而合的，如主张国家和社会利益高于个人

利益；强调对弱者的扶助与关爱。而作为儒家文化的

发源地，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忽视甚至轻视以儒家

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的重大价值，以至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传统道德在新一代国人身上的断

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新审视以儒家文

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的价值，弃其糟粕，取其精

华，应积极借鉴新加坡重视儒家文化的经验，不断充

实新鲜内容，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树立建设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所需的既保持中国优秀传统，又体现时代

进步的崭新义利观、发展观以及和谐观，使得中国传

统道德永葆生命力。 

3.3 建立和谐社会是提出共同价值观的最终目的 

共同价值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强调社会的和

谐发展。如“国家至上，社会优先”，讲的是正确处

理和对待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强调的是国

家的稳定；“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强调的是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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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结和稳定；“关怀扶持，同舟共济”，强调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

“求同存异，协商共识”，强调沟通、协商、宽容和

理解；“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强调的是各种族、

各民族和各种宗教信仰的和谐相处以及相互尊重和宽

容。可以看出，共同价值观通篇体现的一个思想就是

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我们今天正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正确处理好国家、个人、种族、宗教信仰

以及各方面的矛盾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要培

养国家意识，把国家放在首位。以人为本，关怀每个

人，尤其是弱势群体。重视家庭的作用。处理好各民

族之间的关系，尊重宗教信仰，保证和谐社会的实现。

共同价值观的核心思想和我国和谐社会的精神实质有

着息息相通的紧密联系。[5] 

结论 

总之，新加坡和我国在许多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

两国都是亚洲国家，同时，两国都拥有相近的文化传

统和价值观，新加坡人口也主要以华人为主，与我国

具有天然血缘上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新加坡倡导

的共同价值观与我国的和谐社会思想有异曲同工之

妙。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也有待

于借鉴他国的优秀成果来加以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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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pub.cnki.net/grid2008/Navi/Bridge.aspx?DBCode=CJFD&LinkType=IssueLink&Field=BaseID*year*issue&TableName=CJFDYEARINFO&Value=WGZX*2009*04&NaviLink=%e5%a4%96%e5%9b%bd%e4%b8%ad%e5%b0%8f%e5%ad%a6%e6%95%99%e8%82%b2
http://www.ilib.cn/P-QCode%7Exdzxxjy%7E2008%7E01.html
http://www.ilib.cn/P-QCode%7Ehngyzyjsxyxb%7E2006%7E0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