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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诚信思想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及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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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诚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之一，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内容。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之源。
新质生产力作为经济学范畴的理论成果，其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哲学，
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路和智慧。新质生产力，作为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先进
生产力，其发展离不开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各生产要素优化组合路径的跃升，而诚信思想对于
发展高素质劳动者、加强高科技创新、形成高质量劳动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探寻中国古代诚信思想
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和路径，可以促进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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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3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

念：“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2024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
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
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2，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深化了对
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新征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是推动生
产力迭代升级、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自提出之后就引发了各界的积极关注，形成了一批丰富的研究成果。经过对学界现
有成果的梳理，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研究，及其理
论体系的形成和架构；其次是探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特点，融合了新技术、新领域、新模式、新业态、新
要求、新功能，同时体现了高效率、高质量、高科技等基本特征；还有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和形成实
践方面入手，认为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和时代化成果，是结合中国国情对马克思
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实践；最后，还有的学者探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从产业升级、政策支持、
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推进。

可见，以往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多集中在技术、经济、产业、政策等领域，从中国古代哲学方面去
讨论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成果甚少。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战
略任务，“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3。诚信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值得我们不断探索，立足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将诚信思想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十分有必
要的。
二、中国古代诚信思想的内涵与功用

在儒家哲学的深厚底蕴中，“诚”与“信”最开始是被分开来说的。儒家的“诚”不仅是形而下的道德规范，
它还具有本体的意义。儒家“诚”哲学正是通过对“诚”作为天道本体的理论阐释和用“诚”贯通天道、人道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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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运作而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反映出中国哲学由人及天、由天及人、天人合一的思维向度。
而“信”一开始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盟誓的约定，随着孔子将“信”纳入到儒家的“仁教”之中，“子

以四教：文、行、忠、义”，“信”逐渐具备了人与人交往时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代表一种真实，不欺骗的
道德观念，同时，孔子将“信”作为政治治民的必要手段，“君子信而后劳其民”，使得“信”具备了内圣外王的
双重特性。

到了东汉末年，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两个字互作解释，“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
言”，也就是说，在后来的儒家思想中，诚与信是相通的，以诚释信，以信释诚。孔子曾言：“人而无信，不
知其可也”，《礼记·中庸》中有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儒家以外的法家、道家、墨家等各派学也都非常重视诚信。历史上著名的“立木取信”典故，就是法家代
表商鞅遵信的表现。韩非认为“小信诚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管子认为“诚信
者，天下之结也”。 老子认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墨家将信作为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认为“志不
强者智不达，言不行者行不果”。可见除儒家外，古代其他流派的思想家也都将诚信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

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诚”作为加强个人内在修养的必要道德品质，而“信”则是外在的伦理约束和行
为规范，达到“内诚于心，外信于行”4的目的，在中国古代，诚信不仅是个人提升道德修养的必要条件，《大
学》中有云：“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还是人与人交往中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所谓“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中实施德政的手段，是治理好国家的前提，孔子言：“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
此外，诚信也体现在为学之道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实事求是应当是学者所具有的品质，
在经济活动中也要遵守诚信准则，中国古代商人“重义轻利”的观念，以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思想，无不
体现出商业活动中诚信思想的影响。

可以看出，诚信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体系建构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其价值贯穿于个人、社会、国家层
面，在新时代，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不仅是公民层面应具备的道德品质，“也是一种大德，
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5，因此，在中国古代形成的诚信观，直至今日仍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三、诚信思想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
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6

因此，从新质生产力基本内涵上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应把握好三点：一是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二
是用好新型生产工具，特别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赋能发展新兴产业，三是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
系。

诚信作为贯穿个人、社会、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诚信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的必要品质

新型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在生产活动中，劳动者是主动的、有目的的，其技能、知识、经验
和创新能力等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不同生产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技能
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差异。

“诚者，圣人之本，百行之源”，从古至今，诚信思想都是各行各业劳动者应具备的核心职业道德。明清
时期盛极一时的著名商帮徽商和晋商，都不约而同地以儒家文化中的诚信思想作为立身之本，晋商中广泛
的关公信仰，其背后折射出了对于忠勇信义的推崇，而徽商深受朱子之学的熏陶，坚守重义轻利的“义利观”，
在商号选用人才时，更是通过“八观六验”法等严格筛选诚信仁德的人才，采用“重信义、除虚伪、敦品行、
贵忠诚”等规则进行职业训练，7始终秉持“诚信经营，重义轻利”的经商原则。中国传统儒商中还传承着许多
关于诚信的家训，如榆次常氏家训中有“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雷府家训中有“蓄积蕴养，乐道安贫，
温良恭俭，礼仗诚信”等，都体现出对诚信品质的重视。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也被列为共产党精神谱系之一，其核心是
强调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家精神”应当属于每一个敬业的劳动者。只有具备诚实守信
的品质，才能在竞争中赢得口碑，在事业上打下基础。

因此，高素质劳动者在掌握新技能、新知识的同时，应当加强诚信职业素养的培育，在新的领域通过
自身的影响力，倡导诚信理念，维护行业不断向好向上发展。
（二）诚信是发展高科技创新的必备支撑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要素之一是科技创新，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质态，其“新”体现在“新业
态、新技术、新要素、新范式”，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以创新引领变革，通过生产技术、生产方
式、生产模式的创新，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局限，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实现生产力的新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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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
“学术诚信就是即使面临逆境,仍会坚持诚实、信任、公平、尊重和责任这五项根本性的价值观”8随着科

技创新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加强学术诚信也成了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学术诚信不仅关系到个人道德与
社会伦理，也是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关键。近年来我国在学术诚信制度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零容忍”的共
识正在形成，但仍有一些问题和短板未完全解决。一方面，学术抄袭、论文造假、伪造学术身份、骗取科
技补贴等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达对科学术诚信也提出了挑战。

近年来党和政府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强调科学研究应具备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可见诚
信是科学精神的必然要求。科技的创新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只有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科研的结果才
会是真实有效的，才能对相关专家学者起到启发和借鉴的作用，共同推动行业的进步，此外，只有整个学
术行业诚信守法，风清气正，才能让更多的研究者敢于分享和交流自己的思想和成果，从而促进学术的不
断创新，为科技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三）诚信是形成高质量生产关系的必然条件

劳动者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产品生产创造过程中，形成的劳动互助、合作关系就是生产关系。想要
塑造适合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生产关系，营造诚信社会氛围、建立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建设完善的社会
信用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只有坚持诚信，才能更好地促进合作交流、建立信赖关系，保障各方的
合法权益。

我国古代的信用活动并不匮乏,相关机构的类型和数量也较多,然而却未能象中世纪欧洲那样孕育出现
代金融。究其原因，“从战国中期产生的抑商思想和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延续,它既有利于巩固封建
制度,也阻碍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9此外，中华传统文化和哲学中关于诚信的思想理念，形成了中国独
特的“内在信用制度”，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需要恪守的不成文的规则。因此，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西方经
济活动中的现代金融信用体系，但在以儒家教义中诚信思想的保障下，信用制度依然有着较为有效的保障。
到了清代，晋商商号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预付货款、延迟付款、赊销等方式行之有效，甚至与英美等国家相
比，在商业活动中具有了最高等级的信誉。10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涉及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
以诚信社会为共同进取的目标，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为精神支撑和理论依据，才能更
好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高质量生产关系，为进一步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做好充足准备。
四、诚信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
（一）加强诚信教育

1.普及学校诚信教育
应将诚信教育纳入大中小幼思政课教学范畴，发挥思政教学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诚信文化、马克思理论中的诚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诚信的重要思想融入课堂教学中，并设立
单独的诚信课程，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针对职业院校，将诚信教育融入校企合作，
将诚信教育渗透到到学生的实训、实习中，为学生未来走入社会打下良好的道德基础。

对于学校教师，进行学术诚信教育，追查既往发表期刊论文、课题项目等成果，坚决整治学术不端行
为，形成清朗的学术氛围。

2.加强家庭德育助力
推进学校诚信德育与家庭诚信德育并举，诚信教育“从娃娃抓起”，家长应以身作则，在日常生活中践行

诚信行为，成为孩子的榜样，传播真、善、美等价值取向。
（二）完善诚信制度

1.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着重在经济领域出台更为完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大对商业欺诈、虚假广告等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

在金融领域，完善金融监管法规，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健全信用评价和监督体系
构建全面的信用评价体系，涵盖企业、个人等各个主体。对于企业，建立多维度的信用评价指标，包

括产品质量、合同履行、纳税情况等。通过第三方信用评价机构，根据企业的财务报表、市场反馈等信息，
对企业进行信用评级，评级结果可以作为企业参与招投标、银行贷款等活动的重要参考。对于个人，建立
个人信用档案，记录信用卡还款、贷款记录、交通违法等信息，作为个人社会经济活动的信用依据。

加强信用监督，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模式。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市场主体
的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和处理失信行为。行业协会要制定行业诚信自律公约，对会员企业的诚信情况进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A9%E8%B4%A8%E6%96%87%E6%98%8E/368690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2%BE%E7%A5%9E%E6%96%87%E6%98%8E/368686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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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和管理，同时，鼓励公众和媒体参与监督，对失信行为进行曝光，形成全社会监督的良好氛围。
（三）弘扬诚信文化

1.积极开展诚信活动
开展丰富多样的校园诚信活动、社区诚信活动，如诚信知识问答、诚信文化讲座、诚信亲子活动等，

将诚信与信用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促进个人在工作生活中将讲诚信、守信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科技助力诚信传播
采用形式多样的宣传形式，除传统媒体之外，还可以利用近年来火爆的短视频、短剧等载体宣传诚信

精神，充分使用最新技术，如虚拟现实 VR等技术，创建教育场景，可以让人身临其境体会到诚信的重要性
或不守信用的不良后果，搭建数字化诚信展览馆，展示诚信精神、诚信人物、诚信案例，让人们更加直观
地学习诚信精神。
结语

诚信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当今社会也依然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诚信精神的弘扬和诚信社会的构建，对于新质生产力推进的力度与方向、新质生产
力自身的质量与水平、新质生产力的价值与强度，乃至新质生产力最终目标的达成和持续效果的维持，都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诚信对于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加快科技创新、发展高质量生产关系也都起到
了重要影响，只有大力弘扬诚信文化，才能更好地夯实新质生产力的系统基础，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文化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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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Pathways of Ancient Chinese Integrity Thought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ang Qi1, Wu Peiya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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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mes Integrity is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
fundamental component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roductive forces theory, serve as the driving force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a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lso relies on cultural underpinnings, particularly the continuous inspiration and wisdom drawn from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hilosoph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haracterized by
advanced technology, high efficiency, and superior quality, depend on the enhancement of laborers,
means of labor, objects of labor, and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tegrity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laborers, advanc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ostering high-quality labor relations. Explor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pathways of ancient Chinese
integrity thinking in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 strengthen the endogenous forces
driving thei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integrit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ultural foundation


	中国古代诚信思想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及路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