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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会出现与此规范、制度相悖的现象，其原因往往是复

杂的，因此除了直接的制度规范外，也需要外在的监督制

度。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实行“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

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

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15]因此，政治人在行使权力之

时要接受民主的监督。通过立法的方式，给予民众权力，

并拓宽其监督的渠道，通过他人的监督，以此来保障政治

人的政治道德，以此营造公正良好的政治生态。

其次，完善激励制度。政治道德的实现受多种因素影

响，且行为主体——政治人不仅具有理性和情感，而且具

有各种感性需要。也就是说，政治人具有复杂性，因而还

须对政治人采取一定的激励制度，使其在工作时不被其他

因素所迷惑。可以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方面入手进行

激励，如薪酬机制、考核机制、晋升机制等。一方面要确

保激励制度的实行，另一方面也要保证激励制度实施过程

中的公平公正。

2、厚植文化滋养，提升内在自觉

政治道德的实现既需要刚性的制度约束，也需要润物

细无声的文化滋养。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定的文化（当

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

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6]也就是

说，文化对政治道德的影响往往更加深刻，它不仅可以营

造一种外在的氛围，更以一种内在的方式深刻地影响行为

主体的价值取向及行为方式。因此，必须重视文化对政治

道德实现的滋养作用。

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来提升行为主体的内在的自觉性。

人是社会的人，人之所以可以是“政治动物”，就是强调

人是在社会中生成的。人的社会生成的方式之一，就是思

想道德教育。不同的主体之所以会做出不一致的行为，就

是因为缺乏统一的思想观念。思想道德教育可以使政治人

具有共同的道德标准，做出一致的道德行为。也就是说，

思想道德教育可以提高政治人的道德认知，陶冶政治人的

道德情操，形成稳定的道德习惯。 

3、归纳实践经验，把握发展真谛

真 理 是 标 志 着 主 观 世 界 和 客 观 世 界 相 符 合 的 范 畴 ，

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在现实生活中，

个人的行动常常是在个人所认识到的“真理”支配下发生

的，真理可以指引人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它既是一种

内在的自觉的行动指引，也是一种外在的正确性约束，因

此必须把握真理，用真理的力量来引领政治道德的实现。

把 握 真 理 首 先 要 在 实 践 中 检 验 真 理 ， 实 践 是 检 验 真

理的惟一标准。无论是古希腊还是近现代，都产生过当时

所认为的“真理”，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等实践的不断深入

发展，此类“真理”经受不住实践的考验，政治道德的实

现 方 式 呈 现 出 一 定 的 局 限 性 ， 因 此 必 须 在 实 践 中 检 验 真

理。要准确把握真理，真理具有相对性和绝对性，不能把

某些相对错误的认识摆在绝对真理的位置上。对于政治人

来说，对待真理要有正确的态度，不仅要保持对真理的追

求，同时要认清自己所追求的真理是否为真正的真理。要

坚 持 马 克 思 主 义 真 理 ， 总 结 实 践 经 验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

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

武器。”[17]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并且随着时代

的发展赋予了其更多新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真理具有强大

的力量，政治道德的实现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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