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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个社会没有了治理就如同一盘散沙，社会治理思想对实现国家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指

导意义。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其蕴含的社会治理思想，对当今的社会治理仍有重要的社会价

值。通过研究不同历史阶段儒学所蕴含的社会治理思想，探究其深层意义、吸收其精华。并将经过历史

考验的社会治理思想，应用于现代社会的治理，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和谐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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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ociety without governance is like scattered sand, and the idea of social governance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
nance capabilities.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Confucianism contains social 
governance ideas that still have important social value for today’s social governanc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ideas contained in Confucianism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we 
can explore its deeper meaning and absorb its essence. And the social governance ideas that have 
been tested by history will be applied to the governance of modern society, so as to further pro-
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more harmonious progres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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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获得多方面重大成就。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跨越式的

进步。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应该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把重心放在社会治理之上。而社会治理是

公共服务体系中举足轻重的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悠

久、丰富璀璨，有许多需要我们学习传承的内容。儒学所蕴含的社会治理思想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社会价

值。对儒学中社会治理思想的探究，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和发展的态度看待过去治国理政的思想方

法。儒家思想的深入研究是当今社会管理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具有显要意义。[1]中国传统文化经久不

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儒学思想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吸收其他优秀成果，铸就了庞大的理论体系。

任何实践都需要理论的指导，需要把儒学中的社会治理思想与当今社会实际相结合，从而探究最适合的

科学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对儒学中社会治理思想的研究，对现代社会治

理仍有启示意义。 

2. 不同阶段的儒家思想所包含的社会治理思想 

(一) 春秋战国时期强调“仁政”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逐渐衰退，各个大国开始争夺政权。形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

面，不同层次的阶级领导人开始了自己的治国学说和社会主张，加之当时各个流派的思想家崛起，形成

“百家争鸣”的局面。 
儒家思想提倡礼乐制度，孔子强调“天下无道，礼乐崩坏”，在一个国家治理当中要注重礼仪道德

和等级制度。孔子提倡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要符合于理的规定，表示社会要以和为贵，有效地维护社会

稳定秩序。维护好社会的秩序，可以让不同层次的人更好的各司其职，发挥自己的才能。孔子提出以德

治国，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治理内容，促进了我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2]  
后来儒学分为了八派，孟子传承了孔子的儒学思想，并结合当下社会治理形成了“仁政”。[3]后来

荀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儒学，成为了新儒学的奠基人，使儒学的发展更加符合封建社会的治理，对后续

社会治理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 汉代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学的思想来服务于国家中央集权的统一。董仲舒为儒家学

说贴上了“三纲五常”“大一统”“君权神授”等标签，为的是进一步说明其封建统治的合理。[4]  
(三) 宋明时期的交融与创新 
宋明时期，儒学吸收了佛教的思想，编成为程朱理学。随后陆九渊、王守仁对佛教的思想进行了批

判，并以儒学为根基，结合自身思想观点发展成为心学。而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是“理”先于天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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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格物致知”论。讲求从探究事物之中得到真理，是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关键所在。而心学长期居于

统治地位，当时备受重视。 

3. 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学派对社会治理做了相关论述。[5]儒学思想所蕴含的社会治理思想主要包括：

“仁”和“仁爱”、“德治”和“礼治”结合、“经世致用”思想和常备“忧患”意识： 
(一) “仁”、“仁政” 
世人称孔子的思想为“仁”的思想，孔子认为“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孔子的生平里无论是教书

育人、治学为人，都始终奉行“仁”的思想。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庞大的道德伦理思想系统，人要

有高尚的道德，凡事以“仁”为先。毫不做违反道德的事情，必要之时牺牲自我成全这一事业。 
孔子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6]统治与管理的核心为人，治理国家的

根本在于树立道德之仁。仁政的不仅将通过维护社会秩序来保证国祥民安。它在治理社会秩序和维护公

共利益的同时，把仁义融入到人民的内心[7]。” 
(二) “德治”、“礼治” 
德治是通过用道德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人们的行为达到一定的规范，从而是社会更加和谐稳定。《论

语·为政篇》中说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7]孔子认为统治者以身作则、修

身养性，作为优秀到的表率，是全民道德更上一层楼；另一方面，从教育入手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素质，

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使人民名礼义廉耻；非暴力的方式去教导人民，道德的感化在无形之中

提升着全民素质，稳定着社会治理。 
“礼”在中国社会上表现为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在社会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在“礼”的思想中加

入了“仁”，使“礼”有了具体的道德标准。“礼治”的载体是“礼制”，所谓“礼制”，指的是国家

规定的礼法。[8]通过礼制达到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国家治理进一步完善。“礼治”和“德治”一样是通

过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社会的道德规范形成人们自身的行为规范，从而达到人民安居、社会和谐稳

定的目的。 
(三) “经世致用”思想 
经世致用是明清时期一种重要的研学方法，倡导做学问要有利于解决国家问题，有利于促进国家事

业的发展。儒家经世致用思想是根据现实问题，提出合理的方法解决矛盾。“经世致用”思想要求人们

做到结合当下之事，勇于创新、注重研究。[9]  
(四) 具备“忧患意识” 
忧患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易》，而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国争霸，面对乱世，提出解决政治现实问题要具备忧患意识。孔子认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把忧

患的重点放在关注他人、社会和国家层面。孟子认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懂得具备忧患意思走的

更长远，安足享乐以使人趋向死亡。 

4. 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其价值是经过历史验证的真理，为当今的社会治理提供

了很有启示： 
(一) 把“仁政”思想融入社会治理 
儒家思想的逻辑起点是性善论，孔子认为“仁”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所以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上

到国家管理人士，下到基层人员都要习善，要通过人人向善达到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社会更加和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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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是强调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社会治理不能只关注表面，要深入到内部。治理人民的内心至关重

要，引导全民习善，学习用最高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全民素质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精神文明发展、有

助于增加社会向心力，从而达到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社会治理步步高升。 
(二) “德治”和“法治”相结合 
当前，全面推进法治，是结合人民的意愿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对于社

会治理来说，“法治”是必不可少的，“德治”也是不可或缺的治理方式。儒家社会治理强调多元治理，

是礼治、德治、仁治、法治的综合运用。道德和法律密不可分，是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一部分，也是规

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方法。法律是书面的道德，道德是内在的法律，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侧重点。因此，社

会治理需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这样才能面面俱到。法律制度是一种硬性的规范，是禁止而不可为的；

道德是引人向善、改变社会整体面貌、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当前，社会治理应坚持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只有多元治理，才能面面俱到、对症下药，有针对的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重点、难点。 
(三) 社会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继承了殷周时期“民为国本”的思想，人民乃国家之根本，社会治理思想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10]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过上满意的生活。 
社会治理的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建立良好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社会治理是需要全民去共同参与、

共同构筑，依靠群众的力量，共同维护社会治理体系。只有从人民的角度出发构筑的社会治理体系，才

能更加的鲜活、有生命力。[11]习总书记说，一切工作的检验标准，都是看人民的生活是否有保障、是否

幸福。人民群众真的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真的得到改善，人民权益真正得到保障，社会整体幸福感才

会去提升。整个社会的幸福感提升，社会矛盾数量也会相对减少，人民才真正的成为国家的主人。 
(四) 把“经世致用”的思想融入当今社会治理 
“经世致用”的思想是讲求做学问、探究真理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推动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把

“经世致用”的思想融入到社会治理当中，有利于我们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更加精准。社会治理不应该

只注重已经发展得不错的领域，而是要在突出问题的领域下足够的功夫，做足够的学问，解决社会治理

薄弱环节的问题。社会治理建构的每一小步骤，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者所做的研

究是有现实价值意义的，值得考究的、服务于社会的。只有学术界、政府等所做的有关于社会治理的努

力，都是报以经世致用的态度，所做出的决策、努力，才是有效的、有价值的，社会在高效的社会治理

体系下越来越好。 
(五) 具备“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 
忧患意识指一个人不过分关注自己，超脱自己去关注国家的命运。从而拥有改变改变不好的结局，

和战胜困境的决心和勇气。[12]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不能只是贪图享乐，要具备忧患意识。任何政策的

构建，都是在摸石头过河，要有忧患意识，应对社会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忧患意识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更是一种担当。只有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才能更好的面对重大问题的出现，以最佳的方式处

理问题。 

5. 总结 

儒家思想中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封建政权的巩固以及化解社会矛盾都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儒学所蕴含的社会治理思想，对当今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们要积极继承儒学

思想中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思想，继承发展、与时俱进，推动我国社会治理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治理能

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从而实现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兴

盛、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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