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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
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

宁亚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在内涵上都体现为个体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对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

感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可从三方面理解：国家意识与民族

意识自然并存于个体，个体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不是冲突关系，个体的国家意识与本民族意识是兼存

互促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对中华民族意识的时代性升华，是党引领中华民族由自

觉走向自强这一实践的必然结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每一个中国人正确认识国家

意识与民族意识及二者关系，将进一步推动其形成与新时代新征程相匹配的心理格局与思维视野。在铸

牢中华民共同体意识进程中，每一个中国人的国家观、民族观趋向成熟，是中华民族由自觉实现自强的必

要条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每一个人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基本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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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民族和国家是

人们生活实践的共同体，但民族出现的时间要早于国家。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以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在不同历史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发展形势，民族和国家自身的历史性、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人们需要以

多重角色参与到这两个共同体不同发展阶段的实践，这进一步决定了民族和国家两个共同体中的人们

会因为实践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中就包含人的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心理学对意

识的定义表明，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并且具有鲜明的自觉性、能动性和目的性。人的众多意识中就

包括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

一般而言，一个人自出生后就自然地获得了某个民族的身份归属和某个国家的身份归属；在后续

的教育和社会交往中，一个人会在认同哪个民族、认同哪个国家的问题上形成稳定的认知。但是在所

属民族和所属国家是否有冲突的问题上，以及在维护二者利益的具体实践问题上，一个人往往容易在

不同情境中存有差异化认知。尤其是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之中，不同民族身份的人，在民族认同与国家

认同的关系、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什么、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谁优先、怎么实现国家利益等一系列问

题上，会在不同情境下产生不同的感悟乃至实践。上述差异可以概括为人们在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含

义及二者关系认知方面的差异。

就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而言，积极引导个体树立正确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至关重要。这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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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到个体能否对所属民族和国家的阶段性特征形成符合事实的客观认识，也关系到国家能否凝聚动员

全体成员实现阶段性奋斗目标。

进入新时代是中国作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鲜明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对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的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集中体现，不仅明确了

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也提出了新时代民族研究的新命题。中国和中华民族面临的新征程、新实践，决

定了我们需要对新阶段新征程的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是什么，如何实现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等问题形

成正确认知。这些认知共同构成了新阶段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基本要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主线下，树立正确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正确认识二者关系，是每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一、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问题是影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观念问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法治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

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分别对应“团结动员—主体是谁”“实践规约—依何规范”“奋斗远景—目

标指向”三大议题。要发挥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人心、动员全体中国人自觉参与社会主义现代

强国建设的作用，既要阐释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什么”，也要研究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思想观念有哪些。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关系问题就是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观念

问题之一，对二者关系的理解，会影响人们持什么样的国家观、民族观，也会影响人们对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正确理解。

（一）树立正确国家观、民族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提出了系列重要论述。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

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强调了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至上。但国家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树立有赖于每个人对

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形成正确认识。形成正确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才能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

进而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确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上述会议也强调“要在各族群众中牢

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1]有关树立正确国家观、民族观和增强“五个认同”辩证关系

的论述始终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之中，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

要求。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

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

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2]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根植心灵深处。”[3]梳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发现，树立正确国家观、民族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内在要求。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是增强“五个认同”的基础，“五个认同”是树立正确国家

观、民族观的目标导向，二者是辩证的互促关系。

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新征程上

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各项工作，把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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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4]（P8）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 [5]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

中，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各民族群众的最高利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走

向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目标，决定了各族群众要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共同

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方面形成共识，并共同达成正确的实践。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意识与民

族意识，对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实践具有根本性指导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必须强化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和宗教观等重要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正确国家观、民族观和增强“五个认同”辩证关系的重要论述启示我们，正

确认识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是不断推进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基础，是增强各族群众“五个

认同”的重要思想观念基础。正确认识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首先必须科学把握国家意识与民族

意识的内涵是什么；其次要弄清楚二者产生联系与张力的原因；最后还要回答新阶段新征程我们需要

什么样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以及如何引导树立正确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只有对这些问题形成

正确认识，才能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等重大原则上不犯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错误。

（二）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问题的学术讨论仍需推进

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不是学术新话题，哲学社会科学多个学科都有论及，尤以政治学、民族学的论

述居多。民族和国家产生之后，在这两个共同体生活实践的人们就逐步有了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中

国古代文献《山海经》《诗经》等从地理、神话、百姓生活等诸多方面强调中国古代的国土观念和国权观

念。 [6]尽管彼时的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不同，但古代中国人的国家意识突出体现为对中央政权（王朝）

的认同。“天下”“大一统”等是古代中国人国家意识的凝练表达。尽管民族意识这个概念产生于资本

主义民族国家话语之下，但古代中国人对不同族类的形貌、服饰等有清晰认知，并基于文化礼仪之别形

成了“华夷之辩”的观念。进入清末，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危局，梁启超在 1902 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

变迁之大势》提出了“中华民族”一词。“中华民族”的提出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有识之士国家意识与民族

意识扩展的体现，是近代中国人对中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自觉感悟。后来，费孝通先生更是提出了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7]（P17）重大论断。

近现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现代

民族国家的成员，开始面临着形成什么样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问题。国家也

面临着引导个体树立正确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的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人

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伴随着国家发展形势的变化经历了阶段性变化，学界有关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

内涵及二者关系问题的讨论也体现了时代性特征。刘绍川归纳了新中国初期民族意识的主要特点 [8]，

但由于缺乏对民族意识概念的学术分析，早期对民族意识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对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民

族关系的概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和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改革开放实践的增多，各族群众对

国家和本民族的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意识再次成为学术热点，对民族意识的学术性探讨显著增

多。据贾东海梳理，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民族意识相关的论文达 100 余篇，其内容可分为 11 类。 [9]

郝时远认为改革开放中民族意识的增强，是民族发展的标志之一，虽然使强调民族利益、民族差别更趋

明显，但也有利于全民监督民族政策的全面落实。民族意识发展的主流是健康的，体现了少数民族自

强、自立和自尊的精神。 [10]由于民族意识不断增强是普遍现象，这一阶段学者的论述重心是探析民族

意识的内涵及其形成，而对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的讨论则散见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民族意识增强

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的反思，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民族意识的普遍增强也有妨碍民族团结、

影响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消极因素，必须从加快发展、思想引导和树立法律等方面着力 [11]；二是将国家意

识的外延混谈为民族意识的表现，例如有学者将爱国主义思想意识作为民族意识的层次之一 [12]。这些

研究未对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问题给予学理性、显性化的回答。

随着网络技术发展和中国加入 WTO，全球化的冲击逐步显现，加之反华势力借民族问题、宗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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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打压中国的举动不断增多，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问题越发受到学界关注。这种关注也主要表现

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特定群体民族意识状态的调查研究增多。沈桂萍 [13]、王明珍 [14]、汤夺先 [15]等分别对

民族干部、大学生和城市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状态及变化情况做了实证研究。二是对全球化、现代化

进程中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内部团结又抵挡外部冲击的学术探讨议题增多。石培玲认为，在民族群体

利益的调试和整合过程中，充分挖掘爱国主义的精神资源，熔铸“国族意识”，是多民族国家构建和谐

社会的题中之义。 [16]融入世界全球化进程，不能选择有致命缺陷的民族主义，应当在区分民族主义与

爱国主义的基础上，理性选择开放的、和平的爱国主义来重构民族认同，强化国家意识。 [17]国家意识与

民族意识关系如何协调越来越受重视，但二者关系的协调是选“国族意识”的折中策略，还是用爱国主

义建构民族认同，学界并未达成共识。显然，为了回应全球化引致“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民族国家正在

终结”等论调，学界对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的研究只是侧重于呼吁强化两种意识，尤其是要强化理

性爱国主义。但是在爱国主义能不能等于国家意识、民族认同能不能等于民族意识等问题上则缺乏必

要的逻辑分析。

2008 年“拉萨 3·14 事件”和 2009 年“乌鲁木齐 7·5 事件”的爆发，则使学界对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

关系问题的思考发生了大转变。这种转变体现为 3 个方面：

一是论述视角由回应全球化冲击转向反思国内局部地区民族问题。这既引起了对少数民族大学

生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状况调查研究的增多，也引发了学界对“第二代民族政策”观点的激烈批驳。

二是论述内容中对二者关系的理论性分析有所增加。杨虎德提出，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有一定区

别，但二者又是统一的。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 [18]

三是论述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关系的文章显著增多。据笔者梳理发现，2008 年以来中国知网刊载

了篇名同时出现“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文献多达 200 余篇。

这些研究极大地拓展了学界思考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的视角，实证调查研究结果也表明在中

国经济社会加速转型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厘清二者的关系。然而，如果将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的

论述止步于或简单化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关系的论述，或者是只强调爱国主义而忽略国家意识基本

内涵与外延扩展的学理分析，都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关系，也不符合马克思基

本原理提出的“实践决定认识”这一基本原理。意识随实践变化而变化，国家发展阶段和形势的变化往

往决定了国家意识的内涵和外延应有体现时代发展要求的扩展。因此，虽然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关

系问题是老议题，但我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

下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关系是什么，则是学界应思考的新议题。

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践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新型城镇

化、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一带一路”倡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及深入推进的乡村振兴，从不同层次、

不同维度影响着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要使这些互动

关系和谐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之下，学界应当在新阶段新征程背景下，推进对国家意识与民

族意识关系的研究，使对二者关系的学理性阐释遵循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要求。

二、中国人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

民族和国家都是共同体，但民族不等于国家，二者差别明显，但又是一对联系紧密的概念。通常而

言，民族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人们共同体。按照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在人们共同体中，所属成员

一般在语言、生活地域、经济生活、文化和心理特征等方面（或其中某几个方面）具有共同性。国家则

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在这个政治共同体之中，所属成员有着明确的政治身份，并对

该国主权以及涉及主权因素（如国籍、疆域）的内容形成认同，个体与国家之间有国家法律规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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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关系。尤其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中，个体的民族身份可以多样，但个体对国家主权的服从性、国家疆

域边界的明确性则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特征。现代民族国家的多民族特征，决定了每个人会同时认同

所属民族和所属国家；而民族与国家的区别，又决定了个体必然面临“所属民族利益和所属国家利益谁

优先”“具体情境下如何实现国家利益”等问题。引导个体对上述问题形成正确认识是研究中国人的国

家意识与民族意识的逻辑起点。

（一）中国人的国家意识

现代社会，一个人不能没有自己的国家。一般而言，一个人至少具有某一国家的国籍，至少是某一

个国家的成员。国家意识的内涵从根本上讲是个体对国家认同和国家利益的感悟。这种感悟集中表

现在“认同哪个国家”“所属国家的国家利益是什么”“能为实现国家利益做什么”等方面。从个体实践

层面去理解的话，国家意识的内涵体现为个体在心理上自觉认同所属国家的主权、国情、历史与文化，

认可自己的国籍；在情感上对祖国产生责任感、荣辱与共感、自豪感；在涉外场合有主动维护国家形象

与权益的意识；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维护国家利益；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

突时能够自觉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上述对国家意识内涵富有实践性导向的理解，实际上也展现了国

家意识的外延。王永友等认为国家意识主要包括国家主权意识、国家安全意识、国家发展意识、国家形

象意识、国家责任意识等。 [19]国家意识的内涵和外延表明，国家意识不等同于国家认同，但国家认同是

其成员形成完整国家意识的前提。正如一个人不认同本国的主权、历史和文化，那么就不会清晰理性

地明白国家利益是什么，更不会形成实现国家利益的正确实践。长期以来，爱国主义精神这个词在很

多情境中成为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的大众化表达，这正是由于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了国家意识的能动性

特征。中华民族固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根植于以国土为本的国家意识之中。 [6]

一般而言，一个人自出生后就自然获得某国国籍，在其后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过程中形成国家

认同，并对国家的历史、国情、法律制度、发展目标等形成清晰理性的认识。但是，由于国家在不同阶

段面临的发展环境和目标不同，这就决定了个体的国家意识在外延上存在阶段性特征。在历史进程

中，国家实践的不断推进是引起国家意识扩展升华的根本原因。例如，每一个中国人除了认同自己是

中国人，祖国是中国之外，还需要依据国家形势和阶段性战略任务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国家利益感悟。

中国人当前应当有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相匹配的国家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

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0]在

这一重大论断之后，国家安全成为党中央高度重视的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短板都会导致外部风

险大量涌入，形成安全风险洼地；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外溢成为区域性甚至

全球性安全问题。”[2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设专章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

中国”“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巩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22]（P41-42）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对个体强

化国家安全意识是树立其正确国民意识的重要组成。在国家意识中，不变的是个体对国家的认同和对

国家利益的维护，变的是个体在新阶段为了国家发展而扩展出与时代相匹配的国家利益感悟，乃至产

生符合实际的爱国实践。

有观点认为应当对国家意识保持理性。 [23]但毫不讳言地说，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就是在社会主义革

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形成的对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知、认同、热爱，对国家利益优先

至上原则的奉行，愿意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和治理，对祖国昌盛有着美好期待和愿景。中国共产党引领

的中国国家意识，一贯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体现了鲜明的建设性和包容性特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主线下，国家意识在内容上更加强调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每个中国

人自觉认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每个中国人都感悟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对国家主

权、国家安全、国家发展、国家责任、国家形象等的根本引领作用。个体的国家意识越强，越有利于形

成国家凝聚力，推动国家在面对重大事件或挑战时形成强大的动员力和凝聚力。正确的国家意识有助

于形成理性的国家力量，使国家在保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实现社会发展进步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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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打赢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就充分证明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的力

量和优越性。

（二）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通常而言，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成员的族属意识，主要体现为一个民族的人基于对共同语言、共同

文化和心理特征、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等的体会认知，自觉认同自己属于某个民族，认同所属民族

的文化，民族认同是民族意识的核心内容。关于这一点有两个代表性观点给我们以启迪，即梁启超先

生的“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24]（P43），以及费孝通先生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同一民族的

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25]。

除极少数人中途更改民族身份的现象之外，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自出生就自然获得了某个民族

的身份，并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场合中形成对所属民族的认同，对所属民族的来源（历史）、特点、

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状况等形成比较清晰稳定的认知。但是这些内容只是民族意识内涵中关于

“我属于哪个民族”“我所属的民族和其他民族有何关系”等问题的反映，民族意识还有一个更深刻的

内涵，那就是个体对所属民族的利益的感悟，这一感悟直接反作用于个体实现所属民族利益的实践。

这是民族意识内涵关于“所属民族的利益怎么实现”这个问题的反映。正如王希恩提出的民族意识的

完整表达应该是对民族认同与民族利益和尊严的自觉感知。 [26]意识具有自觉性和能动性特征，民族意

识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就体现为一个人认同所属民族，感悟所属民族的利益，并且这种感悟能够指导其

实现民族利益的实践。民族认同是民族利益感悟的核心前提，因为只有一个人认同了所属民族，才能

形成对所属民族应该有哪些利益的感悟，也才能形成现实所属民族利益的实践。

出于落实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和开展民族工作的需要，中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了历经 30 余年

的民族识别工作，识别出了 55 个少数民族。随着对各民族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状况描述的清晰化和改

革开放深入推进，全国 56 个民族的人们都有各自的民族意识。这一时期各族群众的民族意识既有差

异也有共性。差异体现为很多少数民族在风俗习惯、饮食服饰、文化等方面进行归属与认同，各族群众

“我和你有所不同”的意识有所增强。共性则体现为大家都意识到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自己

所属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只有与身边的其他民族的群众团结奋斗才能摆脱贫困。中国在

成为统一现代多民族国家后，各族群众既有了“我是中国人，我要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建设社会

主义中国”的国家意识，也有了“我属于某个民族，所属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只有维护国家

统一、民族团结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利益和所属民族的利益”的民族意识。

因此，在中国谈论民族意识，既要看到个体对本民族的认同，也要看到个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既

要注意个体为实现本民族利益形成了何种价值观并采取何种实践，也要注意个体为实现中华民族利益

形成了何种价值观并采取何种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意识也是中国人拥有的一种民族意

识，并且是一种位阶更高、凝聚力更强的民族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

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

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

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

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

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 [4]（P4-7）这就

意味着，我们在认同自然拥有的民族身份时，应该把中华民族认同摆在更高位阶。我们对中华民族利

益的感悟和实践，要在层次上、顺序上高于、优先于对本民族利益的感悟和实践。尤其是个体在具体情

境时，能够清晰理性地分辨出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利益，什么是本民族的利益，并且能够使个体的价值观

和实践都统一于中华民族利益至上。

基于对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论断的理解，中华民族意识的内涵应是 56 个民族的群众自觉认同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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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而不自外于中华民族，56 个民族的群众自觉感悟中华民族利益且能视其为实现本民族利益的根本保

障。具体而言，中华民族意识体现为 56 个民族的群众自觉认同中华民族是经历着由自在到自觉、由自

觉正走向自强的命运共同体，自觉将自身归属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自觉认同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

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自觉感悟到中华民族认同和利益的位阶更高，自觉为中华民族这个命运共同体的

壮大和发展贡献力量。全面完整地理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既要把握民族意识的基本特征，也要清晰

认识到本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的层次性，更要明确认识到本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在内涵中都

认同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中华民族意识，但前者是党对中华

民族意识的时代性升华，是党引领中华民族由自觉走向自强的伟大实践中的必然结果。在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下，重视和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增强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的凝聚力，则成为各族

群众树立正确民族意识的现实任务。尽管本民族意识较强或增强会使个体在某些情境中强调差异性，

但如果个体同时拥有正确的本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那么一些情境下差异性的存在不会妨碍个体

形成将中华民族利益摆在更高位阶的感悟。实际上中华民族意识是一个拥有开放包容品格的意识，

“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这种品格的集中体现。

三、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

现代民族国家治理必须引导每个人在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问题上形成正确认识，这是治国理

政的重要基础。个体同时拥有民族身份归属与国家身份归属的基本现实，决定了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

是一个必须同时讨论的概念；二者含义的异同又决定了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全面完整地把握国家意识与

民族意识关系，使每个人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统一到实现国家利益的实践之中。在中国语境下，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征决定了不能将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关系简单化为二元对立的关系或非

此即彼的关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中华民族意识是分析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必

须重视的内容。对过往有关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的文献梳理发现，学者强调了国家意识处于更高

位阶，并反思了民族意识增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民族意识增强必然会影响国家意识增强甚至削弱

国家意识么？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其原因到底是因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发生了冲突，还是因为个

体在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感悟上发生冲突，以及由此产生了实践行为冲突呢？这些都是科学全面理解

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

（一）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自然并存于个体

就身份获得而言，个体通常是自出生后就自然获得某个民族身份以及国家公民身份，因此国家认

同与民族认同并存于个体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这构成了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自然并存于个体的基本前

提。就利益实现机制而言，在当今国际政治体系下，国家利益的实现是个人利益和民族利益得以实现

的根本保障，因此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又始终存在结构性关系，即国家意识应高于民族意识。每一个

中国人既认同国家、也认同中华民族，还认同本民族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是国

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并存于个体是一般普遍规律。

在理想的单一民族国家中，国家政权由国内单一民族建立，全体成员共同生活地域与国家疆域完

全重合，个体在认同本民族的同时也会自然而然地认同所属国家，维护本民族利益就是维护国家利

益。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中国虽然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但是中国人的中华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重合。

因为在二者内涵中，中国人都认同中华民族，并都能自觉感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国家的最根本

利益，个体的个人利益和所属民族的利益都必须以国家最根本利益为前提。

不过，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不等同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于现代民族国家，国内民族成分多样和国际

政治体系强调国家主权唯一是形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例如新加坡在建构和强化国家意识时就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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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新加坡人”这个核心意识。在多民族国家的治理实践中，国家意识在层次上要高于本民族意识，

在重要性上要强于本民族意识，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力量上要强于本民族意识。按照现代国际政治体系

对国家主权的规约，不以明确国籍身份为前提而只强调自己本民族身份的人员是无法开展公认且有效

的维权活动的。每个人、每个民族利益的实现只有放到具体主权国家话语和治理规则体系中才具有现

实基础。

（二）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不是冲突关系

尽管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并存是自然且普遍的现象，但国家制度、民族政策是否保障了各民族政

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权利平等，则是国家内部是否会出现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冲突的根本原因。国

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存在冲突，本质上表现为个体将对本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本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

置于“一强必一弱”的状态，在极端情况下则可能产生极端国家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思维。在多民族国

家，如果各民族在法律上无法获得平等地位与权利，发展权益无法得到完善的国家制度保障，那么拥有

不同民族身份的个体则会失去对所属国家的信任和信心，认同国家、感悟国家利益的主观能动性必然

弱化。顺此逻辑，在选择实现个体发展利益的行为策略时，就不会把效忠国家作为首选，而是将本民族

身份抑或公民身份之外的其他身份作为“博弈工具”谋取发展资源。

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民族工作做得最成功的国家。中国 56 个民族的发展利益、每一个人的发展利益

都与国家发展利益在根本上保持一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更是一以贯之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因此，虽然个体的本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存在差异，但并不存在引起二者冲突的制度性根源。中国宪

法第一章总纲中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

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

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27]在现行国家法律制度的框架下，个体的本民族认同增强，并非以削弱

或者放弃国家认同为前提；个体对本民族利益感悟增强，也并非以削弱或者放弃对国家利益的感悟为

前提。

（三）国家意识与本民族意识是兼存互促的关系

个体的国家意识与本民族意识不是此消彼长“一强必一弱”的对立关系，而是兼存互促的关系。兼

存体现为，中国贯彻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每一个中国人同时拥有本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认同本民族

的同时也认同伟大祖国，自觉感悟到国家利益是实现本民族利益的根本基础，国家利益处于优先至上

位置。互促体现为，正确的国家意识是构成正确本民族意识的前提基础，正确的本民族意识是树立正

确国家意识的重要条件。国家意识与本民族意识的兼存互促关系统一于国家利益是实现 56 个民族本

民族利益的根本保障，也统一于国家利益和本民族利益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根本一致性。正

确的国家意识，为每一个中国人正确看待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中华民族与 56 个民族的关系提供科学指

导，也为其形成国家利益优先至上价值观提供引领。正确的本民族意识，可以帮助每一个中国人更加

准确地感悟“多民族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28]，自信自觉地推动民族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个体国家意识与本民族意识的兼存互促，使国家能够凝聚各民族群众在差异

中找共性、求共同，不断夯实各民族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现实基础。

中国人的国家意识与本民族意识兼存互促关系的形成，根本原因就在于实现中华民族利益是每一

个中国人国家意识与本民族意识共同的根本目标。以感悟中华民族利益为核心要义的中华民族意识，

在古往今来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凝聚各民族群众。在古代中国表现为凝聚各民族群众实现和维护“大一

统”格局，在近代中国表现为凝聚各民族群众团结一致抵御外辱谋求国家独立解放，在现代中国表现为

凝聚各民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

这些伟大进程中，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一直是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群众国家意识和本民

族意识的最高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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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与思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要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意识在新阶段新征程

背景下升华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

实践相匹配的意识，对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实践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要形成上述两个认识，就必

须对中国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形成正确认识，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观念基

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表现为两个层面，即中华民族意识

等同于国家意识，国家意识与 56 个民族群众的本民族意识是兼存互促的关系。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认

同度高、凝聚力强的命运共同体，其经历的实践构成了中华民族每个成员形成上述意识的根源。而作

为中国人，则有义务树立正确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积极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

当前，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形成正确稳固的认识还面临诸多现实要求与挑

战。个体的生活经历与知识素养存在差异，决定了引导每一个人树立正确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必须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增大和引领全球构建人民命运共同体，决定了中国

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必须更具国际视野和全人类情怀。国际形势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

反华势力的蓄意干扰和破坏，要求中国必须高度警惕极端主义的萌生与蔓延。正确认识国家意识与民

族意识及二者关系，应做好多方面的工作。

（一）引导形成正确认识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关系的思维

讨论中国人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不宜纠缠二者谁强谁弱的问题，也不宜将国家意识与民族意

识简单化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党和政府应该着力引导各民族群众自觉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

设的形势、任务、目标、要求形成准确认识，强化各民族群众对新阶段新征程国家利益的感悟，形成与

新阶段新征程国家实践相匹配的国家意识，并在具体实践中能够自觉坚持国家利益优先，报效国家。

在树立正确民族意识方面，应引导每一个中国人树立正确的民族利益观。党和政府要用正确的民族意

识引导各民族群众在实践中自觉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自觉参与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自觉

意识到个人发展、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根本目标的一致性。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体是主线

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就需要使大家聚力思考如何更好激

发多元的动力性、要素性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贡献力量。

（二）不遗余力做好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教育工作

意识是人主观层面的内容，意识虽产生于实践，但正确意识的形成离不开教育引导。中国进入新

阶段新征程，国内外发展形势的变化决定了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对中国、中华民族、本民族的时代方位

形成全面准确的认识，进而树立符合时代特征、国际形势、国家目标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在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各项工作”[4]（P8）。

各民族干群思想和行动统一、爱国主义深入心灵，这些都离不开持续的教育工作。而做好全民教育工

作，既要重视知识传播，也要重视实践感悟。一方面，要做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研究和教育工作，

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以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引领各民族群众形成正确的国家观、民族

观。同时还要讲好国家意识更加丰富且具时代特征的外延内容。另一方面，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将各族群众凝聚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具体实践中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赋予各民族群众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以新的时代特征。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每一个中国人正确认识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及二者关

系，将进一步推动每一个中国人形成与新阶段新征程相匹配的心理格局与思维视野。引导每一个中国

人在铸牢中华民共同体意识进程中思想观念趋向成熟，则是中华民族由自觉实现自强的必要条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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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每一个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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