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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神富有”是省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浙江的重大课题。
应该深入探讨，明确阐发，以利深入落实党代会精神，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精神富有论》，拟就“精神富有”作一全面论述，全面阐述精神富有的内涵、结构及实现途径，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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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人类精神与精神富有的社会
　二、精神富有与中华历史文化精神
　三、精神富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精神富有与浙江现代化建设目标
　五、本书的逻辑与结构
第一章　精神富有的社会是一个物质富裕的社会
　第一节　物质富裕是精神富有的基础与条件
　第二节　浙江建设精神富有社会的物质基础分析
　第三节 夯实物质基础 为建设精神富有社会提供强大支撑
第二章　精神富有的社会是一个有共同价值追求的社会
　第一节 个体价值观与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内在统一
　第二节　社会共同价值观在当代浙江的发展与提炼
　第三节 大力弘扬践行当代浙江人的共同价值观
第三章　精神富有的社会是一个政治昌明的社会
　第一节　政治昌明是建设精神富有社会的根本保障
　第二节　浙江建设精神富有社会的政治基础
　第三节 在建设精神富有社会中努力推进政治文明
第四章　精神富有的社会是一个法治完善的社会
　第一节　法治与精神富有的关系
　第二节 “法治浙江”的实践提升了社会法治化水平
　第三节　深人建设“法治浙江”，努力实现精神富有
第五章　精神富有的社会是一个科教发达的社会
　第一节　科教发达是建设精神富有社会的有力杠杆
　第二节 科教事业的发展为浙江建设精神富有社会奠定基石
　第三节 以建设科教发达社会推动实现精神富有
第六章　精神富有的社会是一个文化繁荣的社会
　第一节　文化繁荣是精神富有社会的基本内容
　第二节 浙江建设精神富有社会的文化基础
　第三节 深入实施文化强省战略 努力实现精神富有
第七章　精神富有的社会是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
　第一节 社会和谐有序是建设精神富有社会的基本条件
　⋯⋯
第八章　精神富有的社会是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
第九章 精神富有的社会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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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胡锦涛强调指出：“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
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以兴国为己任、以富民为目标，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过长时
期的努力，不断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
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因此，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浙江提出建设精神富有的现代化目标提供了主要理论根据，浙江的进一
步发展也需要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代化为实践内容和目标向导。
　　3.建设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的历史文化基础　　建设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具有充分的历史文
化依据。
浙江特定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个体特质（素质、修养和信仰等）及其相互作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表现出独特的文化精神：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叶适为代表
的“务实而不务虚”的永嘉学派；陈亮为代表的“义利双行”的永康学派；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
想，等等。
浙江的这些传统文化基因为当代浙江的精神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精神品质。
自古以来，浙江人多地少的矛盾较为突出，煤、铁、油等大宗工业原料均相对匮乏。
资源条件的先天不足造就了浙江人自强不息和百折不挠的实干精神。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复国雪耻，成就霸业。
汉代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不断南迁，生存压力日益沉重，浙江人靠辛勤劳动，形成了一年三熟的稻
作文明，也磨炼出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开创意识和自立自强精神。
同时，古代农业的发展还离不开海堤、河道、水利工程的修筑，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就是一
代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代浙江人励志图强改造大自然的成果。
另外，农耕困难激发了浙江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成为先民们谋生的重要手段，人口密集也在客观上
迫使浙江人勇敢地外出谋生，漂洋过海闯荡世界。
　　浙江人既具有山里人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韧劲，又具备海滨人勇于开拓、敢于冒险的胆略。
早在先秦时期，浙江就同东亚、南亚、西亚等地区及国内沿海地区进行贸易往来。
北宋时期，杭州、宁波、温州均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盛产的丝绸、茶叶、瓷器，都是当时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
元代在全国七地设立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浙江占四个。
地理上的多样性与开放性，造成了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
近现代文化的相互激荡，形成了多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塑造了浙江人既脚踏实地、坚韧不拔，又敢
闯敢干、开拓创新的精神品质。
　　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
大多数传统浙江人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而生计艰难，不得不放弃农耕或背井离乡，走上经商之道，他
们大多拥有朴素而坚定的基本理念，即“百姓日用即为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把百姓人伦日用看作“道”，主张“无欲则无心”、“人则财之本”，这是对血肉之躯的尊崇，是对
自我的肉体存在与人格尊严的维护。
　　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是浙江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客观上，人本观念加速了自然经济的瓦解，为传统自然经济通往近代的商品经济架起桥梁，并成就
了浙江特色的“民本经济”。
在历史上，传统浙人立足百姓生活，发展专业技能，成为了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门类齐全的手工业
形成了区域性的“百工之乡”产业传统。
如东阳的泥水木匠、永康的铁匠、义乌的麦芽糖艺人、奉化的“红帮裁缝”、台州的绣花女、温州的
皮鞋匠、永嘉的弹棉花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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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世代相传的专业技能切切实实地解决了百姓吃饭穿衣等头等大事，绵延了传统浙江人一代又一代
的生命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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