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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团拜会上讲话 
 

“新的一年，我们要更加努力工作，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千方百计创造更多就

业机会，持续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让每个劳动者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加快完

善社会保障体系，使人民群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努力解除他们的后顾

之忧。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上

好学。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的确，“人民的尊严”是一个宏大的命题。这个命题的结论，最终靠人民挺直腰

杆来检验，需要无数个“细枝末节”的涵养。还取决于权力面对人民的时候，是否能

表现出谦恭的态度。 
“人民的尊严”不应该只能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把民生问题提高到幸福与尊严的

层次，这是执政者的一个跨越。不仅是让百姓感动，更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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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解读】 

凤凰卫视：国家发展哲学发生微妙变化 

凤凰卫视 2 月 12 日《时事直通车》节目播出“邱震海：温家宝新春讲话发出了重要

信号”，邱震海认为，这是中国高层，在国家发展的最高思想、理念，或者说最高的国家

发展哲学方面发生的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邱震海说，自从胡

温上任之后，“以人为本”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但跟“以人为本”相比，“让人民生活

得更有尊严”，是更进一步的提法，这是跟现代文明的公民的概念相对接的。“我们知道，

民间长久以来流传着一种说法，一种不是很严肃的说法，说中国人活得不像个人，这其

实折射了中国几千年以来，中国社会缺乏公民以及与公民这个概念相对接的一种尊严、

一种事实。”如果说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话，当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当我

们的工业化或者现代化已经进行了至少二十几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中国正在步入现

代化发展二三十年后基本的一种困境，那就是农业化慢慢地为工业化所代替。工业化的

一个简单标志就是城市化——城市人口的老龄化，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以及城市治安

的恶化，贫富不均、收入不公、分配不公乃至官商勾结，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产生了。这

些问题当中，最主要的是我们要理清一个公民的概念，不管是富是贫，生病还是健康，

甚至不管你的能力是大还是小，只要是个人，就应该过得像人一样，有尊严的生活。这

是过去几百年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一个公民概念的基本内涵。【凤凰卫视.邱震海解

读温家宝新春讲话：国家发展哲学发生微妙变化. [2010-2-21]】 

澳门日报：国家领导人对各级干部提出的更高要求 

《澳门日报》2010 年 2 月 18 日发表社论说，“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从总理口中喊

出，是为政者的理想和追求，充分彰显国家领导人执政为民的施政理念，更是国家领导

人对各级干部提出的更高要求。认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有

目共睹，同时也遇到了不少来自人为的困难，贪腐造成的社会不公，不少民众未能分享

到国家发展的成果，少数官员胡作非为损害民众的利益等，引起了部分民众的不悦和尊

严受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其实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有工做、

有饭开、有屋住，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每个小孩都能上学，足矣。温家宝总理的冀望

应成为各级干部工作、奋斗的目标，只要切实解决好就业、社会保障、公平教育等民生

问题，健全法制，消除腐败，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公义，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人民就会更

加幸福，更有尊严。【该报社.有感于温总让人民更有尊严.澳门日报，2010-02-18：A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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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晚报：意味着对不合理的改进 

《法制晚报》2010 年 2 月 13 日发表评论员程赤兵文章“幸福与尊严需要每个人努

力”认为，人的幸福感与尊严感是与生俱来的，之所以要重新获得，是因为存在着经济

发展不均衡、资源有限、分配不合理，以及社会制度上的缺陷。让人民获得幸福与尊严，

意味着对不合理的改进，意味着某些改变——将财政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民生，而不

是资本运作和公款消费，将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单纯地、脱离为民谋利的目

标去追求 GDP。【程赤兵. 幸福与尊严需要每个人努力. 法制晚报，2010-2-13：A27】 

南方日报：活得有尊严先要活得体面 

《南方日报》2010 年 2 月 22 日刊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评论，要让

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必须首先让人民生活得体面。人民的让世人羡慕的生活状态才是

这个国家重视民生、改善民生的要务!首先有物质上的体面，之后才能达成精神上的尊严。

体面，不仅是人民都能食饱衣暖，还要有体面的劳动，体面地、平等地享有公民的权利。

人民的尊严，需要权力的谦恭，需要官员的收敛，需要对宪法、法律和人权的尊重，更

需要社会分配和福利保障的公正和平等。当卑微的劳动者不再遭受资本家的压榨，当普

通老百姓不再忍受官僚的欺压，当公民不再遭受无谓的冤屈，当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国

度得到作为人的礼遇，尊严才能真正回到劳动人民的身上。中央政府必须加快完善社会

各项公共事业的制度设计，各地政府也应结合本地实际作出规划，保障作为这个国家的

全体公民能够公正、平等地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人民基

本的医疗卫生、教育、劳动并获得报酬的权利，保障人民的体面生活。【韩方明. 活得有

尊严先要活得体面. 南方日报，2010-2-22：F02】 

长江商报：保障民生是人民生活有尊严的基础 

《长江商报》2010 年 2 月 21 日发表邓子庆的文章“保障民生是人民生活有尊严的

基础”认为，温总理正是在各项民生问题(就业、收入、社会保障、教育等)之后，才提

到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的。这也就是说，中国高层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这些民生问题的

解决是人民生活有幸福和尊严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切有尊严的生活，都是空谈。

说，温总理的“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是中国政府施政的美好愿景，是中国高层在国

家发展的最高思想、理念方面发生的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和信号。同时，“让人民生活得

更有尊严”更是政府对民生的一个承诺。要实现这个承诺，还需要政府革新理念，拿出

实际举措，落实各项基础民生权利，努力解决好就业、医疗、住房、入学等民生方面的

新老问题。【邓子庆：保障民生是人民生活有尊严的基础. 长江商报，2010-2-21：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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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圆桌】 

崔杰：民生上升到“幸福”、“尊严”高度 

    2 月 20 日（正月初七），长春市政府召开第七次全体会议，长春市市长崔杰在解读

温家宝总理在春节团拜会上的所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更有尊严”，在崔杰看来，这既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也是国

家发展最高思想的新发展、新创造。“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随着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民生问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地拓展”，崔杰说，这要求我们，不仅要保障群众

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还要让市民生活得体面、自信、快乐，通过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实现民生工作领域从生存层面到发展层面的整体提升。【杨宝迪. 理性前行 创造辉煌—

—市长崔杰深度解读“新政策”、“新要求”. 长春日报，2010-2-21】 

新京报：户籍制度要服务于人的尊严与幸福 

《新京报》2010 年 2 月 20 日发表社论“户籍制度要服务于人的尊严与幸福”认为，

形成于计划体制时代的户籍制度，已成为当前社会健全发育的重大制度障碍。在人口大

量流动的时代，这种滞后的户籍制度导致大量人口处于“人户分离”状态，由此导致了

严重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过亿农民工在沿海新兴工业区打工，数以千万计的白领以外来

人口的身份生活于大城市，同样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在异地从事工商业。这三类人口对所

在城市贡献了大量税收，但却难以全部享受理应得到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温家宝总理

在春节团拜会上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所以，无论是为了政府的管理不大范围失灵，还是为了让数以亿计的国民更加有尊严和

幸福，现行户籍制度都需要做根本改革。期待国民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能从户籍

制度改革上迈出实质性步伐。【该报社. 户籍制度要服务于人的尊严与幸福. 新京报，2010
年 2 月 20 日：A02】 

刘效仁：千方百计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温家宝总理在 12 日举行的 2010 年春节团拜会上掷地有声的致辞，更像执政党的宣

言书，让每一个中国公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和真诚的感动。“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正是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理念创新和发展。刘效仁 2010 年 2 月 15 日在人民网的网友说

话栏目中说，我与医科大学毕业的女儿说起就业的难，每每相对默默流泪。作为一个普

通干部，我没有能力为孩子预备下一个好的岗位，全靠一个女孩子去一家家的寻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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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是一家家的拒绝。孩子甚至连春节都不愿意回来，因为怕面对亲人的询问和关注的目

光。一个好友的儿子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就业同样四处碰壁，把好强的父亲急得生

了一场大病。我知道，许多的孩子就业屡屡遭拒之外，生命的尊严就受到了惨痛的摧残。

这或许最终将转化成财富，但对于人生尊严的贬损和打击，也将是长远而深刻的。显然，

“千方百计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持续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正是让每一个中国公民

葆有尊严坚实的物质基础。没有物质基础，尊严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刘效仁. 让
人民更幸福更有尊严才能更有盼望. 人民网，2010-2-21】 

石家友：谦恭的权力让人民更有尊严 

据 2010 年 2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网友声音栏目，石家友说，老百姓有没有

真正的尊严，还取决于权力面对人民的时候，是否能表现出谦恭的态度。没有这个“软

件”的支撑，“人民的尊严”最终仍然只能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谦恭是权力的必备品质，

丧失这个品质，权力必然走向傲慢与蛮横，人民必然失去尊严。有了这个品质，权力运

行必定会充满温情，彰显人本意蕴，“人民的尊严”就会在谦恭的权力面前实现。从这个

意义上说，辞旧迎新之际，党的总书记和共和国总理的谦恭举动，其实还包含了为各级

领导干部作示范的用意在其中。不知道各级大大小小的“冒号”们，是否能够心领神会？

【石家友. 谦恭的权力让人民更有尊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2-21】 

徐迅雷：“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知易行难 

《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徐迅雷 2 月 21 日在该报评述山西大规模的地震传谣时说：

“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真是知易行难——落实起来可不容易。曾经的抽象的“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如今已具体成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更有尊严”，这很好；但是，要让这话落地生根，真可谓前路漫漫。作为地方的责任人士，

鹦鹉学舌般重复“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那是很容易的，难就难在真的使公民百姓都

有尊严地生活，都生活在尊严中。尊严离不开尊重，真正把老百姓装在自己心里的人，

是不会随心所欲、官僚加兵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管它洪水滔天谣言遍地”的。【徐

迅雷.“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的难与易. 都市快报，201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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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辨析】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尊严观 

孔子：士可杀不可辱 
在中国古代，尊重人、重视人的生命和人格的人本主义思想历史久远，如《尚书·泰

誓》 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而在儒家创立之初，孔子的“泛爱众”

和孟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较为明显而集中地体现了儒家思想中人为贵的观念，

只有强调人的精神骨气与做人的气节，强调对所有人的平等尊重，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人

格尊严之义。孔子提出“士可杀不可辱”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孔子肯定了人

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意志，强调人要有刚毅的精神气节，面对侮辱和侵犯能够保持人格尊

严，宁死不屈。他说：“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

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马跃东主编. 
龙之魂：影响中国的一百本书 第 3 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1：574】 

荀子：人最为天下贵也 
荀子提出了在精神道义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暗含着对人的人格尊严的尊重。荀子

说：“尊严而惮，可以为师。” 【李剑桥主编. 儒家经典 上. 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7：732】
荀子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

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干春松著. 儒学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151】但

是，荀子始终不能超越当时的社会局限性，他所倡导的道义平等是等级秩序之内的平等。

他将道义划分为诌、顺、贼、篡、忠、谏、争、辅、拂、圣等十余类，并据此将人也划

分出类别，如小人、君子、顺民、奸民、公士、通士等，具有不同道义的人有不同的荣

辱尊严观念。 

老子：贵以贱为本 高以下为基  
道家关于道德伦理的思想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关于人的尊严的观念。道家思想是诸

子百家中对人特别是对人的人性尊严最为关注的一个思想流派。其中，老子所提倡和主

张的道德思想是道家思想中的精髓和核心，认为人性是人的自然之察性。老子主张居上

谦下，“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 
【姚淦铭著. 老子与现代生活.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6：306】老子思想的杰出之处在

于，对礼义忠信仁等进行了猛烈抨击，深刻揭露神圣礼仪秩序下的虚伪奴役，尊重人的

个性自由和独立人格。他最重要的思想贡献是：把人和社会从神(礼)那里夺回来还给自

然，认为人和社会是自然的产物，其社会准则应从自然那里获得，尊重人的人性尊严，

蔑视世俗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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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思想中的尊严观 

古希腊：享受城邦民主与自由 
公元前 6 世纪中叶，希腊人从黑暗时代的蒙昧状态走出来，希腊人的氏族制度逐渐

被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城邦国家所代替。由于独特的历史发展条件和社会政治结构，

古希腊一开始，就形成了神人分治的二元格局。也就是说，希腊人按照自身世界的结构

创造出了一个神的世界，且二者各自独立存在，互不干扰。世俗的国家形式——城邦，

被认为是人们生存、发展的最好的栖身之所。希腊思想家们从人性（自然）的角度审视

城邦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享受城邦民主与自由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董小

燕著. 西方文明：精神与制度的变迁. 学林出版社, 2003：130】这个时期，人的独立尊严

逐渐湮没在神的尊严与威严之中，人慢慢丧失了自身自然、质朴的独立属性，由此逐渐

形成的尊严观念的演变历史极为漫长，直至文艺复兴运动才逐渐开始发生改变。 

文艺复兴运动：用人性否定神性 
文艺复兴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自此开始了从神的尊

严向人自身尊严转变的历史过程，为确立和张扬人性尊严奠定了思想基础。新兴的资产

阶级用人文主义思想反对封建神学，从人本身出发，用人的眼光观察、解释社会问题，

提出并论证他们的政治要求和主张。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立场和理念是用人性否定神性，

以人权反对神权，用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用个性自由思想批判封

建专制主义，用平等观念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都一致坚信人

类具有崇高的品质和美好的希望。也就是说在重视人、肯定人的精神上他们是一致的；

另外，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对人的重视与肯定都属于一种感性意义上的范畴，尚不具备深

沉的理性色彩。【虞雅芬.人文主义的内涵与发展[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9，11(3)：
35-38. 】 

康德哲学：人即是目的 
伊曼努尔·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创始人，他在哲学史上引起了“哥白尼

式的革命”，创立了博大精深而有独立完整的哲学体系。康德的整个思想体系，虽然涵括

了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等各个领域，论题广泛，体系庞杂，思想深邃，但始终

以人的主体性和理性精神为精髓和主线。其中，他关于人的尊严的思想，成为人类社会

和人类思想的无穷宝藏，不仅为人类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也为人

类自身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精神力量。作为人类精神价值基础的尊严思想，康德是

通过阐述人的主体目的性理论进行表达的。在康德看来，人即是目的，人的客观存在就

是目的本身，没有什么其他只用作工具的东西可以代替它。康德的绝对律令表述为：“这

样行动，无论是对你自己还是对其他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人永远作为目的，决

不仅仅当作手段。”【H.J.Paton.The Moral Law[M].London: Hutchinson,1948:91】他认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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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国就是理性人的道德世界。因此，理性的人就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 

法理学视角下的尊严观 

胡玉鸿：内容处于一种扩展变化中 
苏州大学法学院胡玉鸿认为：“人的尊严”在法律上的确立，不仅意味着一种为人类

社会所承认的价值范畴进入了法律的视野，更为关键的是，“人的尊严”由此而成为法律

的指导思想与价值目标。就此而言，只要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背离了“人的尊严”的要

求，就可以确定为是不正当的恶法。自然，由于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人的尊严”的内

容也处于一种扩展性的变化之中。例如，当今天的法律制度将“福利”视为是人们的一

项权利而不是国家的恩赐时，就是因为最基本的福利保障才可以保障人所拥有的尊严。

【胡玉鸿.“人的尊严”思想的法律意蕴[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4)：101-106.】 

刘娟：还有着个人品德的价值蕴涵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刘娟认为：人格尊严首先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离不开特定

主体对自己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肯定；是主体对自己人格价值的认识，是公民个体的自尊

和自爱，具有主观性。但是不应过分或仅仅强调它的主观性，那样容易导致自我、自大

或妄自菲薄的自卑。其次，人格尊严具有客观性，是自尊与他尊的统一，是自尊和尊人

的统一。公民个体的自尊与自爱要得到社会和他人的尊重。不能把人格尊严等同于名誉

权或自尊权，也不能把人格尊严仅仅视为一种法律权利，它还有着个人品德的价值蕴涵。

【刘娟.简论我国人格尊严实现的道德基础和法律保障[J].道德与文明，2009(4)：108-111.】 

龙晟：是人们通过斗争而获得的 
广西大学法学院龙晟认为：从人性尊严的发展趋势来看，人性尊严概念一般呈现出

上升的态势。人性尊严与社会文明的发展而发展、进步而进步，两者似乎亦步亦趋、相

伴相随。实际上，人性尊严的观念产生与发展的证据往往与当时的人本主义联系在一起。

由于人本理念和精神折射出人性尊严的光辉，故什么时候人本理念得到张扬，人性尊严

观念就勃兴，什么时候人本精神被压抑和钳制，人性尊严的发展随之就遭受挫折。同时，

这种演进历程似乎与人类自身的努力相关联，换言之，从人性尊严的历史演进逻辑来说，

人性尊严的是否存有以及在具体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与人类的斗争密切相关，由此推演

出人性尊严是人们通过斗争而获得的。这确实是历史经验的结论，具有某种意义的必然

性，当然，也只能是历史意义上的必然性，并不意味着具有除历史意义之外的必然性。

【龙晟.人性尊严法律概念之历史[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08，23(4)：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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