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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往往注
重经济、管理、设施的现代化，却忽
视了最重要的主体——人的现代
化，忽视了对公民意识的培养。

从整体上来看，公民意识内在
具有政治、法律、社会伦理三个方面
的内容。从政治层面来讲，主要包
括公民的主体意识、爱国意识、参与
意识和监督意识等；从法律角度来
讲，主要包括公民的身份意识、规则
意识、权利意识、义务意识、平等意
识和自由意识等；从社会伦理角度
来讲，主要包括公民的责任意识、合
作意识、宽容意识和道德意识等。

加强公民意识的培育，首先，要
明确公民意识的培育原则和方针，
积极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
次，要注意选择正确的培育路径和
方法，避免在培育过程中出现“消
解”、“抵消”现象。再次，培育公民
意识必须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配套同步进行。最后，培育公民意
识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外
优秀文化。

当前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攻坚转
型阶段，公民意识不能等到社会一切
条件都成熟之后才去培育和发展。
只有软硬兼施、上下并重，与经济社
会发展齐头并进，才能真正实现中
国的现代化梦想，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摘自 2013年 5月 6日《学习时
报》，李军辉/文）

“依宪治国”的概念主要是从宪
法的功能角度来考虑的。从法律实
施的方法论来讲，宪法是“纲”，其他
法律法规是“目”，“纲”举才能“目”
张。“依宪治国”的概念不是要否定

“依法治国”概念的意义，而是要通
过强调“依宪治国”来补强“依法治
国”概念在实现法治原则方面可能
存在的价值缺陷。

坚持“依宪治国”的理念，首先
是要坚持和完善我国现行宪法所规
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各项原

则，让宪法设计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各项要求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体
现。其次是要通过全国人大加强立
法的方式来解决“依宪治国”的具体
制度设计问题，让“纸上的宪法”变
成“行动中的宪法”。再次是要对宪
法实施采取一些有效的保障制度建
设。

当下强调“依宪治国”，首要的
是学会如何“依宪办事”。如果政府
官员在行使自身权力时，能首先在自
己的思想意识深处下意识地想到“这
个事情宪法是怎么规定的”、“宪法上
有依据吗”、“这个行为可能违宪吗”
等，如果老百姓在自己吃亏的时候，
能够不自觉地意识到“我的权益宪法
上是怎么保护的”、“我的宪法权利是
否受到侵犯”等。如果“宪法”一词能
如此进入政府官员和社会公众的思
维方式中，那么，“依宪治国”概念所
要追求的价值目标可以说就基本上
达到了。因此，学会如何“依宪治
国”应成为各级国家机关、社会组织
和公民个人提高自身法律素质的当
务之急。

（摘自 2013 年 4 月 29 日《学习
时报》，莫纪宏/文）

在中国背景中讨论官僚制问题
极为复杂。其一，政府职能处于不
断调整和变化过程中，“政府密集”
将是公共管理的一个长期特征；其
二，官僚制供应不足，公务员制度尚
不成熟，公务员整体职业素质有待
提升；其三，人们广为诟病的有关官
僚和官僚主义的各种问题，在很大
程度上也存在于中国公共行政机
构。这三个维度的问题构成了中国
公共管理中的两重困境：“政府密
集”与官僚制供应不足之间的困境，
以及官僚制供应不足与官僚主义盛
行之间的困境。“三维两重困境”提
示人们要理解中国的公共管理问
题，不能囿于西方行政理论和实践
所蕴含的思考逻辑，也不能仅仅乞
灵于机构层面的改革。

走出中国式公共管理的困境，
需要与此相应的公共管理新思维。
完善公务员制度，确立以专业能力、
纪律、尽职负责、忠于职守等公职人
员基本职业素质为指标的评价体系，
在克服官僚主义的扎实努力中保护、

积累和创造积极的行政资源，应是这
一新思维的核心。中国式新公共管
理还需要确立与国家发展长期目标
相统一的公共行政价值，从而使以
事务性为显著特征的行政管理超越
单纯的技术细节，而建立在充满政
治智慧的稳定的价值原则基础上。

（摘自 2013年 5月 2日《中国青
年报》，王丽萍/文）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
一份报告中提出来的，它描述了世
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怪现象：
一些国家经济在迈入人均 3000美
元的门槛之后，便陷入了困顿之中，
难以继续前行。“中等收入陷阱”所
概括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能否持
续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秩序能否
在新的基础上“软着陆”的问题。在
多元社会中，天启式的教条抑或暴
力的强制已经没有统合力，宽容是
迫不得已的选择，而正义的观念成
为“最大公约数”，如哲学家沃尔泽
所言，分配的正义绘制了整个善的
世界。

“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唯有更
加合理地分配蛋糕才能做大蛋糕，
分配的正义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市场的正义就是自由平等的交换，
价格便是正义的指示器，权力对市
场的过度干预会扰乱价格形成的过
程，造成价格扭曲，而价格的扭曲意
味着财富与资源的不公平分配，这
当然违反了正义的原则。市场的正
义在于公平竞争，而维护市场公平
正义的竞争则是政府的本分。

中等收入阶段也意味着“过渡”
与“转型”。“中等收入陷阱”也是转
型的陷阱，将转型期的非常态变成
常态，既失去了人口数量的优势，又
没有确立人口质量的优势，经济增
长处于“比较优势真空期”，政治社
会秩序悬置，动荡不断。

在多元平等的社会中构建一种
理性的稳定秩序，公共理性必不可
少，需要保障公民权利，教育与培训
均等，收入与财富公平分配，以及医
疗保健全民化。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具有
创造力的公民，经济增长依赖于人
的发展，而非人屈从于经济增长。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正义之桥

现代社会要培养公民意识

走出中国式公共管理困境

要学会如何“依宪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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