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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的进程加快，文化多元

化现象成为主导元素日益影响各国的发展前景。全球范围内超越国界、超越社会

制度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突与整合随之而来，各个国家主导价值观的较量成为

现代世界冲突演变的主旋律。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而中国面

临社会转型的深刻变革，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又推动着西方意识形态

的渗透，造成人们在传统与现在、本土与外来的思想意识中选择和徘徊，我国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挑战与困境。因此，面对世界文化冲突的

国际背景，如何有效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就成为目前中国亟待

解决的难题之一。 

面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新媒体话语形态的碰撞，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冲击，

中国民众自身认同的危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在建构原则

上，做到坚持“三个自觉”、贯彻“三个体现”、增强“三个维度”；在建构路径

上，统筹国际话语和中国话语、官方话语和学术话语以及普世话语和大众话语的

利益相关点，力求在提升中国民众文化自信的同时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力求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力求在整合

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同时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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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long with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al multi polarization, the phenomenon of cultural 

diversification has become the leading factor that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countries. The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values that transcend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social systems in the world are followed. The contest of 

dominant values in each country becomes the main them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Multicultural interaction, various thoughts surging, In face of profound 

changes in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the neo-liberal 

ideology has pushed the penetration of Western ideology, leading people to choose 

and wander in the ideologies of traditional and present, local and foreign. China's 

socialist ideology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and dilemmas. 

Therefore, in the face of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world cultural conflicts, 

how to effectively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has 

become one of the urgent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face of the challenge of Western discourse hegemony, the collision of new 

media discourse form, the impact of diversified social thought, the crisi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own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must be constructed in the principle，adhere to the “three consciousness”、

implement the“ three manifestations ”、 enhance the“three dimensions ”; In the path 

of construction ,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and Chinese discourse, 

official discourse and academic discourse and universal discourse and public 

discourse of interest-related points, and strive to enhance the Chinese people'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t the same time enhance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strive to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t the same time promot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ive to 

integrate the diversity of social trends at the same time enhance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Socialist core values; Discourse system;Discourse heg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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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选题的缘起 

（一）学术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成为党的工作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面对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日益边缘化和失语现象，认真分析全球化的迅速发

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思想多元化以及社会转型对意识形态领域提出的挑战，

从学理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予以回击，力图找到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

领导权和话语权的途径和方法。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成为解决意

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突破口。目前，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研究颇多，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研究相对

较少。希冀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呼吁更多的学者参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

体系建构的探讨当中，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旨趣所在。 

（二）应用价值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建构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

证，是实现人与社会的价值追求，推进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建设的有效途径，也是

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其次，认真

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建构，可以增加人民对社会和党的认同，增

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精神基础。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话语体系建构能够有力回击西方错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为我国政治和经

济的发展营造和平的氛围。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也是争得国

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在赢得国外对我国价值认同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展

现中国自信与中国魅力，最终在国际舞台上赢得国际话语权。 

二、研究综述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建构的必要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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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发现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论文和专

著比较少，通过对现有的文章进行文献梳理，发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

系建构的必要性研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将可以搜索到的专门研究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论文进行梳理，并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

系建构必要性研究的重要意义。苏海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困

境及路径探析》一文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意义、困境

以及建构路径。”[1]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并未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

建构的必要性研究。时立荣、田丽娜《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构建》

一文提出了“话语体系建构是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科学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研究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培育践行都迫切需要建构话语体系”[2]这一分析实质上就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必要性研究，但是分析的不够全面。李建斌、杜和平《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突破思路探析》从“认知维度、面临

的困境以及突破困境的思路和举措”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也并未涉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必要性研究。但是我们必须明确，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必要性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明确了“为什么”这么做，才会

为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方向指引，也才会有针对性地展开研究。我们不能看

到问题就想着盲目地、快速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需要客观冷静地分析事情

的轻重缓急，在这一层次上，探究必要性（必须解决的事情）问题就显得尤为重

要。因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必要性研究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是实现人与社会的价值追求，推进社会

主义社会价值建设的有效途径；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是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途径；最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是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必要途径。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的困境分析 

通过文献查阅和文献梳理，可以发现，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

                                                             
[1] 苏海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困境及路径探析[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5(06). 
[2]时立荣、田丽娜. 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构建[J].人民论坛，2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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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困境分析这一环节的研究相对较多。苏海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

建构的困境及路径探析》以及李建斌、杜和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面

临的现实困境与突破思路探析》都有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面临

的困境，即“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多元文化社会思潮”的碰撞、“新媒体话

语形态和舆论场域”的冲击。但是，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面临

的困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任何问题的产生不能只考虑现场

阈，也必须注重历史阈。分析造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面临困境的

历史因素，进而追本溯源，才会使问题的解决更加全面。因此，通过历史维度的

考察，本论文的写作加入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变迁和社会阶层变动的因素。

此外，为什么需要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得不到很好地贯彻和执行，国内外民众无法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产生认可和接纳，国家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也就更无从谈起。因此，本论

文的写作注入了“中国民众自身的价值认同危机”这一因素，一个本国人民都无

法认同的价值观如何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

体系建构面临的困境分析之中，如果不考虑群众维度和群众利益，恐怕是事倍功

半。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建构原则和建构路径分析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路径分析的文章比较多。苏海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困境及路径探析》在针对“西方话语霸权”中

提到要“加强具有人类共识意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的提炼与阐释”[1]；

针对“多元文化社会思潮”的碰撞提到要“积极整合多元思潮，优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话语内容”[2]；针对“新媒体话语形态和舆论场域”的冲击提到要“积

极引导和吸纳新媒体话语。”[3]李建斌、杜和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

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突破思路探析》在面临同样困境时提出的措施采用不用的视

角，提出要“在全球视野中深化问题意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主导

权”；“在中国语境下破解困惑难题，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说服力”；

                                                             
[1] 苏海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困境及路径探析[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5(06). 
[2] 苏海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困境及路径探析[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5(06). 
[3] 苏海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困境及路径探析[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5(06).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建构 

 4 

“在时代前沿里回归生活理性，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实效性”。[1]虽

然李建斌、杜和平与苏海生所关注的视角度不同，但同样针对困境提出了实践方

案。此外，时立荣、田丽娜《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构建》提出要

“延伸话语解释链条，突出话语体系的科学性；转变话语表达方式，突出话语体

系的大众化；拓展话语覆盖领域，突出话语体系的影响力。”［2］表述上虽然与前

面所述不同，但是谈及话语体系内容的解释性、话语体系表达的通俗性、话语体

系覆盖范围的广泛性都是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得到更好的认可和接纳。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建构原则上，时立荣、田丽娜《试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构建》给予了本次论文研究很大的启发，作者针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构建提出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从宏观角度来看，

要“坚持‘社会存在、语言概括和回归现实’的逻辑统一，坚持‘中国视角、国

际视野和学术视阈’的三者统一”［3］原则；要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坚持和

发展，对世界文明的自觉吸收与借鉴，对中国文化的自觉继承和创新。”［4］的三

个自觉原则；要满足“三个体现”的原则，“即体现中国话语体系深刻的时代内

涵，适应当今世界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适应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体现旺盛的思想活力，适

应当前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动改革发展的新要求。”［5］从微观角度来看，“一是

要坚持“神与形相统一；二是坚持理与实相结合；三是坚持质与量相协调；四是

是坚持“内与外相呼应。”［6］虽然文章没有进行深入地展开论述，但是思想的独

特性和连贯性给本次论文写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非常具有价值。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意义分析 

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意义分析，苏海生所写《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困境及路径探析》言简意赅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意义，是“培育、传播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内在根本要求；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提升文化软实力，
                                                             
[1] 李建斌、杜和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突破思路探析[J].北京教育（德育），

2014(09). 
[2] 时立荣、田丽娜. 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构建[J].人民论坛，2013(14). 
[3] 时立荣、田丽娜. 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构建[J].人民论坛，2013(14). 
[4] 时立荣、田丽娜. 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构建[J].人民论坛，2013(14). 
[5] 时立荣、田丽娜. 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构建[J].人民论坛，2013(14). 
[6] 时立荣、田丽娜. 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构建[J].人民论坛，2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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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党与国家良好形象的迫切需要。”［1］苏海生所著非常具有价值，但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与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本次论文在苏海生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拓展研究，希

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意义的分析更全面，更深刻。 

三、研究内容 

（一）研究对象 

论文主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切入点,在深入探讨当前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现状的基础上，根据具体面临的困境和问题，试图找到一条

推进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可行路径，最终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

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奠定思想基础和舆论准备。 

（二）重点和难点 

1、重点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必须把握历史和逻辑的科学性，这

就必须找寻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必然性，也就是话语体系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能

性。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息息相关，这个

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必须客观冷静地对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进

行深刻的分析，才能找到解决的路径和方法，再者，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有关党的

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采取的措施必须坚持一定的党性原

则，在这一点上马虎不得。最后，必须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意义，否则一切的研究都失去了价值和意义。 

2、难点 

首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的困境分析必须坚持与时俱

进的原则，必须对国际国内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

行的客观规律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此外，还需要对社会思潮在我国传播状况、

传播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的了解。这些工作看似细微，但是却能为我国意识

形态工作提供方向。     

                                                             
[1] 苏海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困境及路径探析[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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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当中“话语分类”是本次研究当中

较为困难地一个环节，对于如何分类以及分类的标准有待继续完善。 

最后，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思想冲击，使得意识形态的竞争愈演愈烈，要探索

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

变得异常艰辛。当然，我们必须通过历史演进和现实分析的逻辑统一，使得立论

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建构理论更加符合实践情况、更具有可操作性。 

（三）主要目标 

首先，通过研究，力图探索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必然

性；其次，理性科学地对待和辨析当前西方思潮，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

指导地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潮；再者，找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应该坚持的原则和具体路径分析；最后，批判和澄清学术

界关注的新话题、新思潮，科学界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中的角色地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寻求科学有效的践行路径。 

四、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一）基本思路 

首先，先搞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必然性，这也就是

本次论文写作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话语体系作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达方式，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更为主要的是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重

点内容，这样话语体系的建构就不会失去政治方向，再具体建构路径上也会更好

地为体现为党和人民服务的特征。 

其次，在问题考察方面，由于目前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话语权受

到削弱，致使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也使得学术界越来

越关注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意识形态承载着各国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如今

正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各国的发展前景，意识形态的力量同样不可小

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为意识形态建设和掌握

意识形态话语权出谋划策。因此，研究各种社会思潮的发起缘由，认真考察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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