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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是诚信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诚信。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

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

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诚信的概念、为什么要诚信以及社会现状、存

在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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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的概念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诚信。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

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真实：

这是指一个人在言行上保持真实性，不说谎、不欺骗。在个人层面，

真实意味着对自己的感受、想法和行为保持诚实；在社会交往中，真

实则体现为对他人和事实的忠实表达，不歪曲、不隐瞒。

诚恳：

诚恳则更侧重于态度和内在的情感，指的是一个人在表达和行动时发

自内心的真挚和热情。诚恳不仅要求言行一致，还要求这些言行是出

于真诚的动机和情感，而非虚伪或做作。

（一）诚



    “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

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

信，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

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

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

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

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

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

行必果。

（二）信

      在社会交往中，“信”表现为遵守承诺、守

时、守约等行为，是维护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

重要因素；在个人修养方面，“信”要求我们对

自己诚实，对他人守信，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水

平；在法律层面，“信”体现为合同的履行、法

律义务的承担等，是法治社会的基石；在经济活

动中，“信”体现为信用记录、商业信誉等，对

于企业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



    ：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

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

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

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

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

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

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

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

       正基于此， ：一方面，用诚

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

“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

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三）诚与信的关系



      当我们说诚信很重要，但不是在所有情况

下都必须死板遵守，其实是在说，有时候我们

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决定怎么做才对。诚信

就像是我们平时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但如果

遇到紧急情况，比如救护车要通过，我们就得

让路，哪怕这意味着暂时不遵守某些规则。有

些东西比诚信还重要，比如保护家人、帮助朋

友或者爱国。如果诚信和这些更重要的事情冲

突了，我们可能就需要先考虑这些大事。比如

在敌人面前保护国家机密，可能就需要说谎或

者隐瞒真相。

（四）诚信是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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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

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

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

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

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



道德准则

自我认知

自尊自信

诚信是个人的道德准则，反映出一
个人的品格和修养，有助于培养高
尚的个人品德。

人际关系

诚信让个人保持内心的清澈和透明，
树立自己的价值观和底线，有助于
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

诚信让个人树立自信心，保持清白
的内心，有助于维护个人的自尊和
自信。

诚信有助于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人际
关系，增加他人对个人的信任和尊
重。

从个人层面



信任基础

社会稳定

和谐相处

诚信是社会交往的基础，有助于建
立和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尊重。

社会责任

诚信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减少欺诈和不诚信行为，保持社会
正常运转。

诚信有助于促进社会各界的和谐发
展，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诚信是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有助
于建立彼此间的社会责任感和义
务感。

从社会层面



商业信任

市场稳定

企业形象

诚信有助于建立商业信任，促进商
业合作和交易，促进企业间的合作
和发展。

经济发展

诚信有助于维护市场秩序和稳定，
减少商业纠纷和欺诈行为，促进市
场健康发展。

诚信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石，有助
于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提升
企业声誉和竞争力。

诚信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吸引更
多投资和资源，推动社会经济的持
续增长和繁荣。

从经济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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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状、存在
问题及对策



1、积极表现：
  （1） ：大多数中国公民具有诚实守信的品质，遵纪守法，不轻易

违约，恪守承诺。
  （2） ：许多中国公民有良好的勤劳习惯和时间观念，工作认真负

责，守时守约。
  （3） ：在困难时，中国公民之间常表现出互相帮助、团结互助的

精神，关爱他人、乐于助人。
  （4）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参与公益事业，积极关爱弱势群体，

推动社会进步和公共福祉。
  （5） ：中国公民的文明素质逐渐提升，注重公共秩序和社会礼仪，

形成良好的文明意识。



   2、诚信缺失现象
（1） ：一些商家或企业为谋取私利，采用虚假宣传、欺诈手段，损害

消费者权益，导致商业领域的诚信缺失。
（2） ：在商业交易中，部分当事人故意违约或毫不顾忌合同规定，导

致诚信危机，损害了各方的合法权益。
（3） ：社会上存在大量虚假广告、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一些机构和

个人散布虚假信息，严重影响公众的知情权和交易决策。
（4） ：在教育领域，一些学生和教育机构为了获取好成绩或排名，采

取作弊行为，严重损害了考试诚信和公平。
（5） ：少数官员背弃公职担当，以权谋私，滥用职权、贪污腐败，影

响政府形象和公共信任度。
（6） ：社交网络上存在大量的虚假账号、网络诈骗、网络暴

力等行为，严重扭曲了信息传播和社交环境。
（7） ：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伪劣产品，有些商家不顾商品质量和安

全，为谋取暴利而推出劣质产品，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



（二）存在问题

 1、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

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

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

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

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

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

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

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

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

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

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

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

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

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



①法律法规不健全：现有的法律法规对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导致失
信成本低。
②监管机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导致失信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
和制止。
③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滞后，信用信息共享不足，导
致失信行为难以追踪。
④执行力度不足：即使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也往往不足，导致失信
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2、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
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如：

输入您的文本文字，更改文字的颜

色或者大小属性。

输入标题



请输入此处文字内容，尽
量言简意赅，简单说明即
可，不必过于繁琐，注意

版面美观度。

2、健全监管机制

       加强对失信行为的法律约束，提高失信成
本。例如，制定更严格的信用管理法律法规，
加大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

1、完善法律法规

      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管机制，确
保失信行为能够被及时发现和制止。例如，设立
专门的信用监管机构，加强对各类市场主体的信
用监管。

2、健全监管机制：

（三）对策



请输入此处文字内容，尽
量言简意赅，简单说明即
可，不必过于繁琐，注意

版面美观度。

2、健全监管机制

      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现信用信
息的共享和互通。例如，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
信息平台，推动信用信息在各部门、各行业之
间的共享。

3、建设社会信用体系

      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
信用意识。例如，在学校、社区等开展信用
教育活动，普及信用知识。

4、加强信用教育

（三）对策



请输入此处文字内容，尽
量言简意赅，简单说明即
可，不必过于繁琐，注意

版面美观度。

2、健全监管机制      确保相关法律法规得到严格执行，对失信行为进

行严厉打击。例如，建立失信黑名单制度，对失信主

体进行公开曝光和联合惩戒。

5、加大执行力度

（三）对策





THANK YO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