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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诚信缺失的难题

—从道德和法律的二维视角

,

,

王 红
山西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部

,

山西 太原

摘 要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

是个人道德的基石
,

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

但 由于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的扭曲
,

学

校诚信道德教育的不足和诚信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等影响
,

社会中诚信缺失 的现象屡屡发生
,

使诚信面临难题
。

最后
,

从道德教

育和法律制度的角度
,

提出了破解诚信缺失 问题的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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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中国古代传统观念中最重要的道德范 诚信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

首先
,

诚信是市场经

畴之一
。 “

诚
”

就是诚心诚恳
,

不欺人
,

不自欺
。

朱熹 济的灵魂
。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

没有信用
,

就没

在 《四书章句集注
·

中庸 》中就有
“

诚者
,

真实无妄之 有秩序
,

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
。

其次
,

诚信是

谓
,

天理之本然也
。 ” “

信
” ,

一般指诚实不妄
,

遵守诺 治国为政的根基
。

孔子曾经说
“

道千乘之国
,

敬事

言的品质和行为
。

许慎的 《说文 》中指出
, “

信
,

诚 而信
,

节用而爱人
,

使民以时
。 ”

他说
,

治理这样一个

也
,

从人从言
,

会意
” 。

可见对
“

信
”

的定义也离不开 有千乘战车的国家
,

第一就是
“

敬事而信
” ,

也就是
“

诚
” 。

早在先秦时人们就已经开始把
“

诚
”

与
“

信
”

说治理者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政务
,

要讲诚信
,

连在一起使用
。

可 以说
,

在我 国古代
,

诚信就是人 信实无欺
。

最后
,

诚信是人际交往的首要条件
。

人

们的一种道德品质
。

时至今 日
,

诚信仍是社会所要 与人的交往只有坦诚相待
,

诚实可信
,

才会有心与

求的道德行为
。

但是诚信这种传统的道德受到了 心的交流
,

才能形成合作和信赖关系
,

才能营造友

前所未有的挑战 大学生的考试作弊
、

学历注水等 好的人际关系
。

行业的学术票窃
、

虚假广告等 企业的欺诈经营
、

偷 二
、

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
税骗税等 政府的数字虚假

,

朝令夕改等
。

从层出 诚信缺失的原因有诸多方面
,

既有社会
、

学校
、

不穷的诚信危机事件中我们可 以看到诚信缺失已 家庭的原因
,

也有个人自身的因素
。

笔者主要从以

渗透到个人
、

企业
、

政府
,

这已演化为当前迫切需要 下三个方面分析

解决的社会难题
。

一 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的扭曲

一
、

诚信的价值分析 在深刻变化的社会转型期
,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

诚信是个体道德的基石
。

法国学者蒙田指出 展
,

人们的思想观念多样多元多变
,

一些人的人生

真诚是
“

美德的首要和基本的部门
。 ”

也就是说真诚 观
、

价值观出现了扭曲
。

在物欲经济的冲击下
,

人

制约着其它一切美德
,

没有真诚这种美德
,

任何美 们的价值取向趋于享乐主义
、

拜金主义和功利主

德都将不是真实的
。

诚信对于个人的价值主要表 义
,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真
、

善
、

美
、

信等道德似乎正

现在两个方面
,

一方面诚信是个体立身处事 的前 悄悄淡出人们的视线
。

在实际行为中表现为急功

提
。 “

人而无信
,

不知其可也
。

大车无朝
,

小车无瓤
,

近利
、

背信弃义
、

为达 目的而不择手段
。

这种以物

其何以行之哉
” 「
一个人要是没有诚信的话

,

就好 质利益为目的的价值追求
、

重利轻义的义利观念
,

像大车没有朝
,

小车没有瓤
,

就很难行走于世界
。

直接支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与社会交往
,

导致人们

另一方面诚信是一种道德修养方法
。

它指一个人 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各个领域普遍出现诚信危机
、

要将诚信作为内心 的依据
,

对生命忠诚守信
,

按照 道德滑坡的现象
。

诚信的原则去办事
,

内省自己的行为
,

从而不断提 二 学校诚信道德教育的不足

高道德修养水平
。

正如孟子所言
, “

诚者
,

天之道 当前学校诚信道德教育
,

存在很多问题
。

首

也 思诚者
,

人之道也
。 ” “

思诚
”

就是用
“

诚
”

来反省 先
,

诚信教育内容空洞
。

大学没有系统化的诚信教

自己的行为
,

用
“

诚
”

来进行自觉地修养
。

育
,

只是把诚信教育放在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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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中讲授
,

这样的诚信教育难免会政治化和空洞

化
,

缺乏诚信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

其次
,

有些

教育者的不诚信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诸如职

称评定
、

论文发表
、

生活作风等存在着不诚信现象
,

这对学生产生 了很多的消极影响
。

最后
,

诚信教育

方法单一
,

往往停留在传统的说教上
,

多是理论灌

输
,

不善于从学生实际出发
,

从身边事情出发
,

很难

在学生的内心世界引起共鸣
。

三 诚信法律制度的不健全

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是诚信缺失的重要因素
。

制度是秩序形成的重要基础和约束形成的主要途

径
。

在诚信建设方面
,

中国到 目前为止
,

还没有形

成一个完善的信用体制和完善的信用法律制度
。

正是由于立法的不完备
,

给失信违法者以可乘之

机
,

往往通过不正当手段和非法交易谋取收人
。

同

时失信违法者得不到法律的惩治或惩治力度偏小
,

引发了更多的人追求短期效益而不守诚信
,

致使失

信之风越演越烈
。

三
、

破解诚信缺失问题的路径分析

一 加强诚信的学校道德教育

教育者要讲诚信
。

教育者的诚信形象直接影响着大学生
。

学校

更要树立以诚信为本的理念
,

杜绝种种失信行为的

发生
。

以学校的诚信
、

教师的诚信来影响学生
、

教

育学生
,

把诚信落实到全体教育者的教育行为上
,

发挥教育者 自身的表率作用
,

对学校和教师的失信

行为要有相应的惩戒措施
,

从制度上保证大家都来

讲诚信
。

课堂诚信教育
。

首先
,

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 《思想道德修

养和法律基础 》课进行诚信教育
。

在道德篇讲解

中
,

结合
“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
”

的内

容
,

介绍不同思想家对诚信的论述
,

并把
“

诚信
”

作

为一种美德
,

推崇并实践 结合
“

烙守公民基本道德

规范
”

的内容
,

指明诚实守信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

点
。

在法律篇讲解中
,

结合 民法
、

商法
、

刑法等内

容
,

让大学生了解这些重要法律规范都有关于诚实

守信的法律规定
,

使学生们了解法律能为诚信者提

供什么保障
,

失信能带来哪些法律后果
,

从而强化

大学生的诚信意识
,

引导大学生树立
“

信用至上
”

的

法治理念
。

其次
,

诚信教育与专业课相结合
。

比如

专业课老师要求学生规范论文写作
,

禁止论文抄

袭
,

培养学生的学术诚信意识
。

经济学中强调诚信

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 法律课要讲诚信

是一个国家法律良性运行的保证 就业指导课要讲

诚信是一个人走向社会的通行证
。

最后
,

辅导员 的

专题诚信教育
。

辅导员要以新生人学教育为契机
,

开展诚信教育第一课
。

在考试前夕
,

进行考试诚信

教育
。

在毕业前
,

引导大学生全面认识就业诚信的

重要价值
,

提高大学生的诚信品质
。

自我诚信教育
。

诚信本质上是指向人品
,

自律和自觉才是持久

的
、

无条件的支持人们诚信行为的力量
「枷 , 。

一方

面要坚持自我修养
。

有一句话说
, “

道义者
,

不可须

臾离也
,

可离非道也
。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

恐惧乎其所不闻
。

莫见乎隐
,

莫显乎微
,

故君子慎

其独也
。 ” 「习
这其实就是慎独

。

要做到慎独
,

就需要

把诚信道德规范内化为自我要求
,

特别要在
“

隐
”

和
“

微
”

上下功夫
。

可以说
,

只有做到慎独
,

才能抵御

各种诱惑
,

在规则有空缺时守住诚信
,

张扬诚信
。

因此
,

我们要从小处着手
,

从点滴做起
,

对细微思想

不放松
,

细小事情不放过
,

真正实现
“

勿以恶小而为

之
,

勿以善小而不为
” 。

另一方面要勇于实践
。

诚

信的实践就是要在诚信认知的基础上
,

通过实践活

动
,

达到陶冶诚信的品德情操
、

锻炼诚信的品德意

志和培养诚信的行为习惯
。

要充分利用第二课堂

活动
,

积极参加各种的诚实守信的道德实践活动
。

在活动中
,

激发参与热情
、

培养诚信意识
,

最终实现

知和行的统一
。

二 完善诚信的法律制度

道德是通过社会舆论
、

内心信念和社会习惯来

评价人们的行为
,

依靠的是人们的 自觉
。

诚信道

德
,

在不能靠人 自觉形成时
,

必须依靠法律来培养
,

让诚信不再空洞
。

因此社会诚信建设是一项复杂

的任务
,

不仅要求个人加强道德修养
,

保持诚信坚

守自律
,

而且需要社会完善法律制度
,

为诚信建设

提供最后的保障
。

完善民商法律制度
。

我国 《民法通则 》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 《合同

法 》则对此作了进一步规定
,

在一般规定中确立了

诚实信用原则
,

并将其贯穿在合同订立
、

履行
、

终

止
、

解释等环节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

《担保法 》
、

《票据法 》等多部法律也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
。

这

为诚信建设提供了法律方面的帮助
。

但是从已有

的法律规定看
,

仅在少量的法律中规定了诚实信用

的原则
,

并且是一种粗线条的规定
,

只能对经济活

动起指导作用
,

不足以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不守

信用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

而且这一原则在具体的

执行过程中也缺乏细化
、

量化的标准
。

因此
,

我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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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机关要加大立法进度
,

把诚实信用原则写人

更多的法律中
,

尤其是要写人 《宪法 》中
。

同时要对

诚实信用原则具体衡量标准进行细化和具体化
,

最

高人民法院多出台一些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解

释
,

使已有的诚实信用原则更加量化
,

以便于在实

际中具有可操作性
,

以此来完善民商法律制度
。

健全信用法律制度
。

首先
,

加快建立企业诚信管理系统制度
,

成立

专门的诚信管理机构
,

开放企业诚信信息系统
,

促

进信用中介服务的发展
。

其次
,

建立电子商务诚信

制度
。

伴随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的迅猛发展
,

诚信问

题也 日益突出
。

在交易中
,

用户不仅要面对木马钓

鱼
、

虚假广告等网络欺诈威胁
,

还要时常提防来 自

商家层面的商业失信
。

特别是商家的诚信问题
,

已

成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最大隐患
。

因此
,

建立电子

商务诚信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

第三
,

制定个人信

用法律制度
。

目前
,

我国已有一些城市建立个人信

用制度
,

但是还没有制定并颁布一部规范全国个人

信用制度的基本法律
,

应尽快制定一部符合国情
,

统摄全局的个人信用基本法
。

该法要对个人数据

保护
、

个人隐私保护
、

信息公平使用及不良披露
、

个

人破产等制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法与细则
,

以对个人

信用行为进行具体的调整和指导
,

对个人
、

政府部

门和信用中介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和法律关系进

行明确的界定和规范
,

对一些严重的违约失信行为

进行严厉的惩罚和制裁
。

同时要完善我 国个人信

用的相关配套制度
,

加强个人信用制度中隐私权的

保护
,

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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