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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儒家社会治理思想包含了先秦时期关于“民本”思想、“三才和谐”思想、“礼教”思想以及“德政仁

政”的思想基础，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些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得以保留，并且与重视人民作用、强调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倡导合理社会礼仪规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不谋而合，为现代社会治理提

供了多个方面的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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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fucian social governance thought contains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the pre Qin period on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the “harmony of the three talents” thought, the “etiquette” thought 
and the “benevolent government”. After a long period of development, the essence of these 
thoughts has been retained, and coincides with the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the people, the em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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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 on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and the promotion of reasonable social eti-
quette rules,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city. It provides much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for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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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先秦时期的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治理社会的理想，是历代王朝实现长治久安理想的

基础和关键。传统的儒家思想产生于封建时代服务于封建君主，但是除去其封建的阶级限制，儒家的许

多治世理想闪现着传统文化的光辉，有值得我们现在创新改革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当代价值。2022
年我国处在一个全新的战略机遇期，经济政治领域顺应新时代开始革新，实现美好生活的现代化需要，

主动寻求配套社会治理能力，不断改革和完善治理体系，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展现文化自信，

体现中国特色现代化治理体系。 

2. 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思想基础 

2.1. “民本”思想 

儒家“民本”思想理论来源于古代社会治乱实践，经过历代君王和时代思想理论家总结平息战乱的规

律经验，最终形成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社会治理的思想基础。民本，即人民是国家的根本[1]。儒家

“民本”思想客观上来说，是服务封建帝王来统治人民巩固政权稳定，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种与政治挂钩的“民贵君轻”思想，很好的顺应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执政的需要。 
另一个角度的“民本”，也可称为“以人为本”。不仅是被统治的阶级的“人”，也是代表着统治

者的“人”。强调统治者治理做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通过统治者用“徳”的要求教化自

身，实现对人民身心的统治。这些儒家传统的带有“民本”色彩的思想，初步奠定了以人为本、以德服

人、德刑并施的儒家治理价值导向。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所承认的“民”拥有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与

地位，究其根本是为了给“治民”建立思想理论共识，儒家的民本思想只能被限制在传统儒学的范围内，

在封建过渡的时代背景中，其作为社会治理思想基础的作用才得以完全展现。 

2.2. “三才和谐”思想 

儒家三才指“天、人、地”三才，区别道家“天人合一”的二元性世界观，看到了人与客观自然环

境的关系，提出三元性的世界观。三才和谐理念有意将“地”这第三种因素包含在内，这说明古代儒家

观念中，已经能够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独立出来，并且认识到环境与人类生存之间的联系。在自

然进化的过程中，世间万物是在陪同其他存在物或与其他存在物相关联的情境下进化而来的[2]。从三才

和谐的宇宙自然观来看，已经脱离了宇宙是人类意识附属品的烂漫幻想，宇宙的中心不再是人类，自然

环境作为唯一作用不再是单纯的提供自然资源，而是存在着自己独特的价值，人类有责任维持和促进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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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环境的稳定，积极参与构建和谐的环境结构。 
正确认识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所处的地位，是对维系客观社会环境稳定的第一步。“天、地、人”三

才分为三方面的原则，儒家“地”原则中不仅摆正了人类在宇宙客观环境中的地位，而且看到人与自然

环境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客观的联系。《周易》中归结出“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

用父与母的关系，表明人类与天地之间的朴素联系。儒家的哲学环境观在表明世界中的存在物都能在一

定的特殊环境下实现个体化，个体之间都会因为存在同一个特殊环境中而建立关联，这种相互关联关系

实际代表着人与自然环境间合作协调稳定。 

2.3. “以礼为教”思想 

先秦儒家的礼教思想曾承古代人性教化和社会治理的重任，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普

遍的“礼教”解释为带有封建宗教性质的，限制人的思想行动的礼节道德。这里的礼教指的是一种社会

行为规则，无论它的阶级性质如何，在先秦的时代背景中儒家的礼教思想，根本作用是社会维稳和规范

群体行为。儒学的形象代表孔子思想合集《论语·季式》中提到“不学礼，无以立”，认为学礼是践行

社会礼仪规范和融入社会群体环境的前提条件。 
建立和谐的社会群体关系，是古代社会治理的目的之一。儒家礼教规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封建等级，延伸出来的君臣之义、父子人伦、夫妇之别、长幼尊序、尊卑贵贱等社会约定俗称的等级礼

仪，规范了社会秩序规则，使得先秦时期的儒家社会能够在这套礼仪制度中平稳的运行。“礼教”在一

个民族历史文化体系中，是全体民族成员的政治伦理文化认同[3]。《礼记·曲礼》“定亲疏，决嫌疑，

别异同，明是非”，表明儒家礼学教化带给社会礼仪的作用。是否接受过“礼”的教育，成为人区别于

动物的标志，人能够“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儒家“礼教”教育是把人至于社会大环境中的教育，无

论是那个时代都必须有这样一套社会规则，规范社会群体的秩序，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2.4. “仁政”“德政”思想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治国和治世方法有形同的地方。儒家传统的国家治理思想推崇“仁

政”，强调“以德服人，以德立国”。“仁政”或者说“德政”是古代中国社会治理思想的核心[4]。受

传统儒学大力弘扬“仁政”和“德政”思想，提出对封建君主的行为约束，对中国古代的治理方式产生

了重要影响。 
以“德”“仁”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思想，换句话说就是提倡“善治”，是对封建君主执政，参与社

会治理的要求。这种“德”包含着国家治理的两个方面：一是统治者要以德服人，治理应遵循“以德服

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二是人才选用要选拔仁德之人，统治者选拔官员应该做到“尊贤使能，俊杰在

位，则天下之士皆悦”。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提供支撑，就来源于这两个不同的主体。 
“德治”是现代学者对儒家社会治理模式的概括。先秦儒家的德治不同于现代的治理思想，儒家的

德治思想，把治国安邦的理想过度的寄托在封建君主个人的治国能力上，是一种典型的“人治”形式。

德治作为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核心观点，在先秦时期的社会背景下，尽职尽责地发挥了作为适应社会发

展的治理思想的价值。在现代社会中“德治”思想中的精华是现代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参考。 

3. 儒家社会思想与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联系 

3.1. 重视人民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古代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是儒家“民本”思想产生的经济根源，宗族血缘地域为纽带，

形成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不同于现代治理体系中“以人为中心”的基本原则。现代的治理体系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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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服务人民的社会治理的成果，区别传统儒家社会治理的成果服务封建君主。虽然两个时代在重视人

民作用的目的和来源上的基础不同，但总结起来的传统儒学的民本思想中部分内容，与现代对人民力量

的重视异曲同工。 
现代强调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继承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并且经过战争实践反复验

证。在近代实践中形成了深刻的人民观点，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以维护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就是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

作主”[5]。这一指示吸取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继承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说明在不同

的时代背景下，时代的领导者都认为对人民在治理体系和社会发展中的具有重要作用。 

3.2. 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关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古代由于经济水平和生产方式的限制，发

展能力水平提升快慢依赖自然条件的好坏，由此产生了儒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三才和谐”理念。随

着近代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有能力克服恶劣的生存条件，随着近代化工业的发展，开始走

上了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快速发展的错误道路。一直到现代各种环境问题开始显现，人们开始重申构

建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一直在积极响应环保理念政策。 
“十三五”时期，是全国上下贯彻十八大、十九精神，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一直到“十四五”时期，强调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体制，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

和生态文明建设”[6]。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环境认知理论，中国始终是“新发展理念”的坚定的

践行者和忠实的宣传者，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相配套，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化、专业化和法制化。当代社会治理体系中关于人与自然的认知继承并发展了儒学传统的对人与地关系

的认知，两种理论的根本出发点都强调要把生态环境治理纳入社会治理中。 

3.3. 倡导合理礼仪的社会规则 

社会规则是在一个国家社会治理过程中，群体行为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标准。良好社会风气形成需要

社会规则的协助，社会风气又能潜移默化巩固合理的社会规则。中国古代儒家对于社会规则的制定，是

通过有已经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的思想家政治家，宣扬他们所崇尚的理想社会，在得到统治者的认

可和帮助后在全社会推行。儒学思想家教育家们关于“礼教”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目的下不断得到

传承发展。被统治的人民通过有目的的礼学教育，提升了自己更好适应阶级社会的能力，形成具有时代

性的国民素质和具有封建特征的规则意识。 
现代的社会规则礼仪，剔除了千年传承下来儒学礼仪中封建性的糟粕部分，留下合理的带有人性闪

光点的方面。例如，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规范社会成员在不同领域中

正确价值取向的引导。利用各种媒介，宣传和弘扬社会正能量。规则意识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心理过程，

是通过人们的心理活动把规则内化为意识、外化为行为习惯的过程[7]。在我国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和

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已有的时候规则和国民教化的价值体系也会发生着变化，需要合理甄别应对这

些变化的条件和内容，像继承儒家优秀传统社会思想一样，保留精华去其糟粕，推动社会治理朝向现代

化发展。 

3.4.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中国古代，专门的社会治理理念未被单独划分，社会治理一直被包含在国家治理中，特别是先秦

时期多方势力并列，缺乏跨越长距离外交活动的交通条件，治国相当于现在管辖行政区。治国和治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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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理念就融为一体，但这并不妨碍古代社会治理思想的发展。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在治国理论的外

壳下的到了借鉴融合和吸收发展。儒家的社会治理在“德政”的基础上的到充实，道家法家等的治理思

想的到结合完善，最后结合本国实践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 
现代社会不断提高了对于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要求，这是由于时代全球化背景、经济进入

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凸显、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等等，必须建立能够与社会经

济能力相匹配的社会治理能力水平。以思想作为行动的先导，理论作为实践的指南。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言：“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8]。在

兼容连续的中华儒家文明的基础上，社会治理要增强政治认同，以开放创新为价值引领，推进数字化

社会治理方式，完善不同社会领域中的治理能力，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加快社会治理能力和治

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 

4. 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现实启示 

4.1. 提供多样化社会服务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的主要矛盾转变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之间的矛盾。新时期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期望涉及住房、食品、教育、公共服务等多方面，这些方面统

称为社会服务多样化和普遍化的需求。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国家凝聚力形成的源泉[9]。人民美好生活的

需要，是人民最本质的诉求，是国家领导人的执政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人民的角度关注社会服务是否能做到多样化普遍化，在物质、精神和生活三个层面构建多方位社会服

务体系，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当今社会治理体系中重要的目标。不同与传统小农经济社会中，

人民对社会治理者的能力要求更多的在于能够实现温饱，而在当代社人民温饱已经得到满足，产生了更

高的精神生活需要，产生提升自身生活水平和质量，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因此需要不断提高社会发展水

平、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治理能力和人民美好需要之间的动态平衡。 

4.2. 构建社会环境治理实践基础强化新环境理论宣传 

“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两山论”

和生态文明理念的创新，是我国从自身出发解决全球环境突出问题提出的新方案，中国的发展必然是一

个系统整体的协调发展。生态环境治理也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我国社会治理的成果也会产生

影响。近年来，我国环保理论的不断总结凝练，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加强绿色发展道路的理论宣传。通过

环保实践：鼓励使用新能源、激励企业改变高耗能的生产方式、提倡绿色的生活方式。儒学关于人与地

关系的认知与当代生态环保理念有相同的逻辑基础，尽管在不同的时代，经济发始终是主要问题，但发

展带来的生态破坏问题，使得各个时代的领导者始终会关注到自然环境治理。因此重视环境治理成为社

会治理现代化的高要求。 

4.3. 培养社会群体正向行为引导正向社会风气 

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群体，在日常交往活动中会带本国特征。学习教育和社会宣传中国社会

主义国家特色，正向引导社会的风气，最终为实现我的社会主义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自

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10]。防止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立场问题，

需要用合理的社会规范，规范社会群体行为，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倡导青年人的目标感使命感，都是属

于社会群体行为合规性的培养方式。大到整体的意识形态，小到社会道德标准，都可以作为社会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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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想要取得符合社会主义社会期待效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做准备，就需要用潜移默化

的方式培养正向的社会风气。出现恶劣社会事件的时候，社会群体有足够的信念感和使命感，去支撑群

体性的社会判断，这对于社会治理的稳定，形成向上的社会风气作用显著。从这个角度说明，通过舆论

和媒体不断弘扬社会道德，弘扬社会正能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群众维护社会稳定自主性，形成良

好社会风气。 

4.4. 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丰富社会治理方式 

不同特点的治理形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特色，而中国一直强调的中国特色，就是以实践为基础，

要结合本国的实际，遵循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实践路径。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包含了人类在社会生活

中的基本诉求，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中国在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上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

理方式。治理体系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科学的治理体系，

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不断推进改革奠基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社会层面，不断完善治理制

度，创新基层治理方法。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念和方式继承了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精华，又在当

代社会治理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完善。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和发展，社会治理将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需要

不断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丰富社会治理方式。 

5. 结论 

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儒家传统的治理社会和治理国家的界限，并没有被明确划分。

由此可见，古代儒学家所提出的治世理想，对现今进行社会治理也有借鉴意义。对社会治理方法的探索

离不开对本国实际情况的理解，要结合本国的现实条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儒家社会

治理思想对现代最大的价值启示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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