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道德的主要规范

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规定"要大力倡导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

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鼓励人们在工作中做一个好

建设者"。《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职业道德的这种规定，既体现了时代的

鲜明特征，又概括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职业道德的共同特点，所以，

它适用于各行各业，是对各种职业道德的共同要求。

1、爱岗敬业

爱岗与敬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爱岗是敬业的前提，敬业是爱岗情感的进

一步升华，是对职业责任、职业荣誉的深刻认识。不爱岗的人，很难做到敬业;

不敬业的人，很难说是真正的爱岗。所以，不论做任何工作或劳动，只要认真负

责，精益求精，不辞辛苦，就可以说是爱岗敬业。一般说来，工作条件好、工作

轻松、收入高的职业，做到爱岗敬业是比较容易的。相反，环境不好、工作艰苦、

收入不高、又远离城市，要做到爱岗敬业就不那么容易。那些在环境艰苦、工作

繁重、收入不高岗位上认真工作劳动的人，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在社会主义社

会，任何职业都是社会生活所离不开的，所以总是要有人去干。

如果没有亿万农民辛勤种田，没有千百万工人在茫茫沙漠或高山峻岭上采油、

采矿、修筑铁路，没有广大人民解放军在天涯海角守卫祖国的边疆大门，没有千

万清洁工人清除城市垃圾，没有几千万人民教师、科研人员埋头教学和科研，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吗?我们每个人和家庭能享受到今天这样

幸福的生活吗?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

一个人的价值大小就在于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爱岗敬业，为社会、为祖

国做贡献。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择业机会的增加和选择方式的多元化为人们选

择自己喜爱的职业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也为人们爱岗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同

时，要看到，爱岗敬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的

经济。一个从业人员要想在激烈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有利地位，实现自己的

职业利益，就必须爱岗敬业，努力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服务质量。否则，一

个不履行职业责任的人，就将被职业组织所淘汰。

2、诚实守信

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在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中，诚实守信被视为"立政之本"、"立人之本"、"进德修业之

本"。孔子曾说:"民无信不立。"他把信摆到了关系国家兴亡的重要位置，认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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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朝政得不到人民的信任是立不住脚的。《纲要》把诚实守信列为社会主义职

业道德的一项基本内容，真可谓顺应天意，合乎民心。

诚实就是真实无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对自己，要真心诚意地为善去恶，

光明磊落;对他人，要开诚布公，不隐瞒，不欺骗。一句话，诚实就是表里如一，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守信就是信守诺言，讲信誉，重信用，忠实履

行自己承担的义务。诚实和守信是统一的。守信以诚实为基础，离开诚实就无所

谓守信。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每个人每天都要与他人或单位打交道，根据与他

人、与单位达成的协议来安排自己的会议、学习、工作、劳动和其他活动。如果

人人都不诚实，不守信，那么，人和人之间的一切交往就无法进行，一切会议、

学习、工作和劳动就无法开展，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场无序、混乱之中。

3、办事公道

办事公道是指对于人和事的一种态度，也是千百年来人们所称道的职业道德。

它要求人们待人处世要公正、公平。公正、公平要以公心为基础，从个人的感情

和利益出发，很难做到公正、公平。当然，公正、公平也包括平等的内涵。

4、服务群众

服务群众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在社会生活中，人人都是服务对象，人人又

都为他人服务。服务群众作为职业道德的基本规范，首先是对党和国家机关干部、

公务员的要求。服务群众不仅是对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公务员的要求，也是对所

有从业者的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真正做到服务群众，首先，心中时时要有群

众，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其次，要充分尊重群众。要尊重群众的人

格和尊严。再次，千方百计方便群众。

5、奉献社会

奉献社会就是积极自觉地为社会做贡献。奉献，就是不论从事任何职业，从

业人员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家庭，也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为了有益于他人，

为了有益于国家和社会。正因为如此，奉献社会就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本质特

征。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相对

立的。虽然，他们也提倡职业道德，但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少数剥削阶级

的私利。社会主义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

主，因此，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必须把奉献社会作为自己重要的道德规范，作为自

己根本的职业目的。

奉献社会并不意味着不要个人的正当利益，不要个人的幸福。恰恰相反，一

个自觉奉献社会的人，他才真正找到了个人幸福的支撑点。个人幸福是在奉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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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职业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个人幸福离不开社会的进步和祖国的繁荣。幸福来

自劳动，幸福来自创造。当我们伟大的祖国进一步繁荣富强的时候，我们每个人

的幸福自然就包括在其中。奉献和个人利益是辩证统一的。奉献越大，收获就越

多。一个只索取不奉献的人，实质上是一个不受人们和社会欢迎的个人主义者。

如果人人都只索取不奉献，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哪里来，社会还能进步和

发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