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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益需求认同到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认同 

马永富，熊杏林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认同在社会层面上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有和分享，它是维系社会共同 

体的内在凝聚力。利益需求认同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认同 

是利益需求认同的升华，从利益需求认同到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认同是 自觉培育践行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 

值观的必 由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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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om Identity of Common Interests to Identity of the Contemporary 

Revolutionary Armyman’S Core Values 

MA Yong—fu，Ⅺ ONG Xing—lin 

(CoZlege of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Nationat Uni~rsity of 靶Technology，ĉ伽 7ln 410073，Ch／na) 

Abs~act：On the social level，identity refem to sharing certain belief and feeling among community member~
． The identity 

of common interests，an interior cohesive force which maintains social communities，constitutes the prerequisite and foundation of 

the identity ofthe contemporary revolutionary armyman’S core values，whereas the latter is the sublimation of the former．The 

identity from common interests to the contemporary revolutionary armyman’S COre values is the road to conscious cultivation ofthe 

contempo rary revolutionary armyman’s cor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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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主席在 2008年底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指出，要把培育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融人部队建设的方方面面，抓好 

思想教育、舆论引导、文化熏 陶、典型示范、实践养成、 

制度保障，使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为官兵普遍理解认 

同、自觉培养践行。着力培养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首先就要引导官兵普遍理解认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利益需求认同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前提和基 

础，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认同是利益需求认同的升华， 

是价值认同的根本目标和方向。努力实现从利益需求认同 

到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认同，是 自觉培育践行当代革 

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关键。 

一

、 利益需求认同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认同的前提和基础 

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利益 

需求和愿望受到全方位的刺激和调动，利益驱动作用 日趋 

明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引导功能 自不必言，但从深层 

次分析 ，这也是用思想教育和政治引导的方式来反映和维 

护一定的利益关系，归根结底是为一定的社会群众谋取利 

益的工具。价值观的产生离不开物质生活和物质利益，当 

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离不开物质利益。 

认同是由社会学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社会层 

面上，认同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有 

和分享，它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①当代革命军 

人核心价值观认同是指军人对军人价值理想、价值取向、 

价值标准、价值情感的共有和分享，它是维系军队团结统 
一 的内在凝聚力。具体表现为对军人理想信念的归属感和 

认同感，对军人行为方式 、价值追求、道德规 范的信赖、 

忠诚和践行。 

(一)利益需求认同是一切价值认同和实现的起点 
一 切价值认同和实现的起点，都源于人或社会 自身的 

利益、需要 ，也源于他们的权利、责任和能力。如果认识 

不到这一点，不仅价值认同和选择难以进行，而且整个价 

值实现也难以完成。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 
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0，“人们奋斗所争取的 

一 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教育中，必须对教育对象的利益需求加以肯定，并从根本 

上帮助实现其利益，从而达到理论意义上的 “利益认同”， 

这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前提和基础。人的需 

要是分层次的，只有当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这种低层次的、 

物质方面的需要满足之后，才谈得上社交、尊重和自我实 

现的高层次需要。未满足的需要是推动人的行为的内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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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人的需要是调动行为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从我党我军成长壮大的历程看，要引导人民树立无产 

阶级的价值观，首先从关心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人手，我党 

我军在战争年代的各个历史时期提出的各种口号，就是这 
一 思想的最好体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的 “打土豪、 

分母地”、解放战争肘期提出的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 

国”、抗美援朝时期提出的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些口 

号，就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认 同出发，取得了广大群众的 

拥护和支持，也激发了官兵英勇善战的政治热情，从而赢 

得了一次次辉煌胜利。 

(二)利益需求认同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认同的 

台阶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级，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 

变化。进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 ，如果一味地只 

讲要求，不讲需求；只讲精神，不讲物质，不与官兵的思 

想实际相联系，不考虑社会形势的客观要求，教育效果是 

不会令人满意的。当下，官兵的利益观念显著增强 ，自身 

利益需求日益强烈，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应当从 

关心教育对象的切身利益、解决其具体思想问题着手，先 

引导教育对象认识到他们 自身的根本利益并帮助其实现正 

当合理的利益需求 ，在此基础上进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 

值观教育，就相当于给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认同设置 

了一个台阶，有利于对其内涵的理解和接受。回 

(三)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包含了军人个体的利益 

要引导官兵认识到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首先反映 

的是党、人民、国家和军队的利益 ，但是，其中也包含了 

军人个体 自己的利益。 “热爱人民”，我们来 自人 民，是人 

民中的一份子，人民的利益当然也是 自己的利益。“报效国 

家”，国家利益体现了包括军人利益在内的全体人 民的利 

益。 “忠诚于党”，党是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忠实代表。 

“献身使命”，军人献身使命，保护了包括军人利益在内的 

党、人民、国家的利益。 “崇尚荣誉”，军人崇尚荣誉是为 

了党的事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国防和军队建设。所以， 

党、人民、国家、军队的利益就是军人的利益，党、人民、 

国家、军队的利益实现了，军人的利益才能实现。 

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认同是利益需求 

认同的升华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应达到官兵对价值观 

念的认同，使之成为官兵指导行为的方向、评价事物的尺 

度、理解事物本真意义的准绳。胡主席提出的当代军人核 

心价值观，科学概括和阐明了当代军人必须坚持的最基本、 

最核心的价值观念，明确规定了我军官兵的根本价值取 向 

和行为准则，因而成为新时期军人价值选择与评价的根本 

依据和价值目标导向，成为当代革命军人共同认可、普遍 

遵循、自觉践行的主导价值观念和主导价值追求，对军人 

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起着主导和调控作用。我们必须积极 

引导官兵在内心深处真正认同军人核心价值观，在坚持物 

质利益原则、认同官兵的利益需求的同时，还要引导官兵 

树立正确的物质利益观念，努力实现从利益需求认同到当 

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升华。 

(一)政治认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方向 

保证 

军队作为执行特殊政治任务的武装集 团，是国家政权 

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担负着对内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对 

外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职责，这也正是军队存 

在的价值所在。 

胡主席提出的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五个方面，全面 

概括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明确规定了 

我军官兵的根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回答 了听谁指挥、 

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根本问题。既是军队所要遵循的根 

本道德标准 ，也是我军官兵最高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信仰， 

也是人民军队最重要的政治要求 ，是构成当代革命军人价 

值体系的核心，是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面旗帜。 

对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政治认同，最根本是要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 

坚决抵制 “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的错误思潮，坚决抵 

制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影响，防止和克服麻痹 

松懈、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影响。 

(二)理论认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理论 

基础 ． 

官兵在接受一定的价值观，产生价值认同之前 ，首先 

要对其有一个一般的认识和 了解，称之为价值感知阶段 ， 

是感性认同，它具有直接性、表面性、片面性等特点。在 

感性认同的基础上 ，官兵通过对信息进行分析、加工和处 

理，并通过判断、推理进行一定的评价和选择，使官兵对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认识达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 

其所以然，从而实现理性认同。理性认同具有间接性、深 

刻性、系统性和全面性的特点，它是较为稳定的价值认同。 

正确价值观的确立、良好军队道德风尚的形成，有赖 

于广大官兵在理论上深刻领悟和认知。马克思指出：“理论 

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 

程度。”马克思还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 

力量。这就要引导官兵全面准确地理解 当代军人核心价值 

观的本真要义，亦即其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作为意识形 

态的核心价值观是整个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稳定的部分， 

是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居于基础和支配地位的价值观，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存亡和发展的强大精神 

支柱。军人核心价值观，既从根本上决定和反映着军人 的 

政治立场、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又对人的思想品质和行 

为方式起着重要的主导和调控作用。 

f三)情感认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源泉 

动力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 的态度体 验及相应 的行 为反 

映。”∞情感认同就是指在对一事物有了深刻全面的了解的基 

础上在情感上对其产生的满意、喜爱以及肯定的态度，它 
一 经形成 ，就会对认知认同有巨大的强化作用。 

个体对价值观产生情感认同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是 

价值观本身具有的情感因素与个体的情感相一致，这就可 

以导致对价值观的接受。其二是个体在对某种价值观的认 

知过程中，产生出具有肯定性质的内心体验— — 满意、 

愉悦、敬佩、信服、依赖等情感和情绪，就能够导致对这 

种价值观的接受。 
一 般而言，情感的倾向性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思维的 

结果，而是比较长期的生活和文化积淀的产物。人们的社 

会生活决定了人们的情感倾向。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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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期军事生活和军事 

文化积淀的产物，军人的军事生活决定了军人的情感倾向。 

因此，官兵对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也 

同样是产生在对其认知认同的基础上，是对认知认同的进 
一 步强化和巩固。在情感认同的阶段不仅包括简单的价值 

认知，还包括一定 的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 的成分 ，所 以， 

由认知认同发展到情感认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价值认知 
— — 价值评价— — 价值选择的过程。 

能够使受众形成情感认同的价值观，往往比较容易得 

到官兵的接受，从而得到传播。我军作为一支无产阶级的 

新型人民军队，从创建之初就确立了我军性质和宗旨的革 

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它蕴含在我军建设的基本原则以及人 

民军队所特有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中。这些优良传统， 

广大官兵耳熟能详，容易理解接受 ，因此，要在感悟传统 

中强化感情认同。 

三、从利益需求认同到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 

观认同是自觉培育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 

必由之路 

一 种价值理念的认同，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 

社会生活要为这种价值观念的存在提供合理性依据；二是 

大多数人理解并实践这种价值观念。胡主席提出的当代革 

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对我军军人价值观的科学总结，在 

军队精神文明建设 中、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起着定向和凝 

聚作用。在军事斗争的实践中，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现 

代化建设之中，我军的革命和建设都取得 了辉煌的成就， 

无疑都极大地满足 了广大官兵的利益需求 ，激发了他们对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信心和信念。 

强调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从官兵的利益需求 

出发，是为官兵认 同此价值观找到一个现实生长点，就像 

种子有了土壤，否则，就永远是 “无土栽培”，官兵对军人 

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也就成了 “空中楼阁”。 

但是，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也不能仅仅停留 

在满足官兵利益需求的浅层次上，而应该从利益需求上升 

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利益需求的认同为当 

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认 同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心理平 台， 

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原初动力；当代革命军 

人核心价值观认同贝lJ保证了官兵利益需求的正确性和方向 

性，保证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标准；当代革命军人核 tl,价 

值观的最终确立才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根本 

目标。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具有先进性、方向性、超 

越性和指导性。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从官兵利益需求的 

认同到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跨越。 

(一)完善机制。实现军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从根本上说来 ，军人的利益与党、国家、人民、军 队 

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军人也有自己的利益。军事职业有较高的风险性 ，军人奉 

献牺牲岂止在战场。越是这样，党和国家越要建立一个保 

护军人权力和权益的机制。军人牺牲奉献无价，国家的机 

制制度要让它有价，这是实现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 

利益基础。越是重视官兵的利益，保护军人的权益，当代 

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就确立得越牢固；愈是满足官兵的利 

益需求，官兵履行历史使命 、爱军习武、爱岗敬业的积极 

性就越高。国家要引导社会认清军队的历史地位，营造向 

往军队、有军才安的政治气氛；引导社会看清军人的价值， 

营造尊重军人、崇拜军人的氛围，要给予军人一定的政治 

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法律地位。 

(二)建立行为规范。使官兵行为有法可依 

坚持把思想引导与行为规范结合起来，对当代革命军 

人核一tl,价值观的各项要求进行细化具体化，上升为规范官 

兵日常行为的准则。根据本单位实际，采取官兵建言献策、 

机关汇总提炼、党委把关审定的办法，将官兵在教育中形 

成的共识进行梳理，编成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行为 

守则》，印发官兵人手一册。针对少数官兵 日常行为中容易 

出现的倾向性问题，制定 《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多少个”不准》，明确告诉官兵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怎样做是光荣的，怎样做是可耻的；怎样做是热爱党，怎 

样做是不热爱党等等，使官兵励志律行有依据，言行举止 

有准则 ，日常养成有遵循。 

(三)自觉践行，努力实现知行转化 

“知”是为了 “行”，“行”是为了更好地 “知”。 “知” 

是 “行”的基础， “行”是 “知”的出发点和归宿， “行” 

是 “知”之后的自觉之 “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 

军人行为的基本遵循，光停留在 “知”的层面，是远远不 

够的。要靠广大官兵的 自觉践行 ，才能使当代革命军人核 

心价值观成为官兵行动的规范。一方面，从我军军人价值 

观的形成和践行来看，先进的价值观总有一部分军队中的 

先进代表率先垂范，身先士卒 ，进而影响一大批官兵。另 
一 方面，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代表我军先进军事文 

化和广大人民利益的科学价值体系，军队中的先进分子、 

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带头模范践行。一个带动一个， 
一 个影响一个，广大官兵才能学有榜样，奋勇争先。官兵 

只有从心底里理解接受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内化为 

官兵的价值理念，并且落实到价值实践当中，这样才能实 

现由 “知”到 “行”的转化，外化为自己的行动。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重在养成，贵在践行。 

要按照 “集中抓教育，长期抓培养”要求，采取思想教育、 

舆论引导、文化熏陶、典型示范等方式，把培育当代革命 

军人核心价值观融入到部队建设的方方面面。要与加强战 

备训练结合起来，要与完成重大任务结合起来，要与日常 

教育管理结合起来，要与活跃基层文化生活结合起来，要 

与宣传先进典型结合起来。通过多种活动载体，自觉培养 

践行，让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官兵的行为准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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