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

[摘    要]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从现实基础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为”特性以及新时代人流

、物流、信息流的充分发展，为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提供了现实条件。从指导

方针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坚持中国共

产党领导，坚持“美美与共”的文化原则，坚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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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27日至28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强调：要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正在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为了稳步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深入研究并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

的重要论述。

一、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凝聚各民族团结的力量，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荣辱与共、生死与共、

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努力奋斗。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大做文章，制造民族对立，蓄意破坏民族地区稳定局面，以此遏制我国

的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力量源泉，是抵御和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底

气所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保驾护航。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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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

过程”[2]，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现实的共同体存在决定了共同体意识的产生。新时代，中国

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使得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国家的发展

离不开各民族的共同奋斗，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

的交融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密切相关，各民族

同心协力、团结一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越强，各民族就越团结，相互帮助的力量就越大。因此

，迫切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引领、团结、动员各族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

业之中。

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面临着国内外两方面的挑战。国内方面而言，一是由于语言、文化

、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殊性，使得少数民族在与他族交往的过程中存在一定隔阂，缺乏有

效的沟通，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孤立感，降低了对社会的信任。二是社会中仍存在一定的大汉族主义倾

向，阻碍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团结。三是境内分裂分子受西方敌对势力蛊惑，制造民族差异，宣扬民族

分裂的反动言论，危害国家统一安全。国外方面而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华文化面临着多元文化

价值的冲击，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极大影响了青少年价值观，西方敌对势力经常在我国挑起各种事端

，搞民族分裂主义，干涉我国内政，不断制造民族矛盾，炮制“藏独”“新疆人权问题”来制衡我国的发

展。现实危机和挑战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构筑起维

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站稳脚跟。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

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3]。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需要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激发起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归属感，树立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共同体意识，自觉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把个人的奋斗融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之中，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源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

一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全国各族人民都是社会

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力量，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

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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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作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第一项任务”[1]。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以优秀的中华文化为根基，由中华民

族全体成员普遍认同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情感表达体系和信仰体系等要素构成的精神文化系统，

是中华民族成员共有的精神支撑、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5]，孕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中国成

立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快，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发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归根结底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凝聚磅礴力量。

二、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和巩固，经历了从“自在”向“自为”的转变过

程。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顺应了意识“自为”特征，符合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规律。新时代人

流、物流、信息流等资源的加速流动促进了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

实的现实基础。

（一）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为”性特征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长期的发展中经历了从“自在”向“自为”的转变。 “自在”意味着“潜在的”尚未展开

的状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于中华大地上，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整体是一个被动应付、缓慢

苏醒的阶段。“自为”与“自在”相对，意味着“展开”“分化”的状态，在该阶段概念内部矛盾和对立要素开

始区别、分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外来侵略刺激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发”向“自觉”的转化。

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6]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惊醒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华民族和外来侵略者矛盾空前激化。面临

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抗争中觉醒和凝聚。时至今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了强起来的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为”特征再进一步，从治疗民族伤痛，被动应对性阶段进

入到重拾民族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主动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7]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了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步伐。党中央正是抓住新时代共同体意识“自为”性主动特征，发挥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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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性，确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让各族人民意识到现代化的目标符合自身利益，指

导、推动、激励各族人民为实现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二）新时代人流、物流、信息流充分发展促进各民族交流融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7]这一时代，我国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

和速度在流变，各地区和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资源、资金、技术、人才流动日益频繁，相

互依存程度不断提高。

人流方面，2012-2017年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参与持续增强，由2012年的5.5%升至2017年的

7.5%[8]。2000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为1.2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不到10%；2010年流动人口为2

.21亿人；2020年流动人口为3.7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26.6%[9]。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人口

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按照以上数据粗略估计，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超过3000万人，呈

不断扩大的趋势。少数民族融入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各民族交流交往日益加深，客观上推动了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加强。少数民族是否能顺利融入城市生活关系到社会繁荣稳定、长治久安。在党

中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要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让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享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使其诉求得到倾听，权益得到保障，增强对城市的认同感。在此基础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流动人口对城市、对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联系起来，树立命运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的意识。

物流方面，自2013年中国物流市场规模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以来，截至2021年，全国社会物流

总额达到300.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5%[10]。其中，据《2018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

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1万公里，比上年增长3.1%，其中高铁

营业里程2.9万公里以上。全国铁路路网密度136.0公里/万平方公里，增加3.7公里/万平方公里[11]。 

物流的迅速发展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机遇，打破了同外界联系的壁垒，便于引入资金、技术、

人才，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腾飞。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少数民族地区与外界经济交融程度不断加深，民族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获得感不断增强，

形成大大小小的经济共同体，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不断加深。

不断扩大的经济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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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流方面，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我国网民规模突破10亿，互

联网普及率达71.6%。10亿用户接入互联网，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与此同时

，我国网络扶贫行动向纵深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 目前我国农村网民规模接近3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

及率为60%左右，贫困地区网络覆盖目标提前超额完成，贫困地区通信“最后一公里”被打通；贫困村

通光纤比例提高到98%，全国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达99.2%，网络扶贫信息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12]。在强大的通信基础设施支持下，一些边远地区还没通路，就先有了网络信号。互联网技术已经惠

及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升级，新媒体应用越来越广泛，网络越来越深刻地

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以及思维。不断更新的传播媒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技术支持，我国

民族工作要适应新的传播媒介，牢牢把握网络领域的话语权，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将共同体意识根

植在少数民族人民心中。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一脉相承且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

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在实践的过程中要在遵循基本原则的前提

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同志关于民族

工作重要论述的重大观点，是新时代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遵循[13]。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科学的理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项系统的、长期的工程，要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为指导，贯穿

在新时代的民族工作的全过程中。

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间的相互融合是顺乎自然地

产生和发展的，是由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为指导，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不断增进

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把我国

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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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坚持民族平等，是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保障各民族群众合法权益的关

键。在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各民族虽已结成紧密相连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但要正确把握其共同

性和差异性的关系，正如习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所指出，“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

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1]。因此在现实的民族事务工作中，要始终把中华民族共同利益放在首位，“本

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

好各民族具体利益”[1]。

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自

在的民族实体”，在近代以来与西方列强对抗中发展成为“自为的民族实体”。自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而形成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唯物辩证的观点看待历史，反对一切形式的历史虚无主

义，坚持“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4]的历史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历史

认同感，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民族的主心骨，是中华民族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完

善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

，是由其历史使命和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特质决定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

领各族人民废除民族压迫制度，真正实现民族解放和平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各族人民不断奋

进，共创美好未来，共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继续前进。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首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

核心的作用，强化党对各民族的政治领导力和号召力。严格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坚

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基础上，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律法

规实施，拓宽民族地区利益诉求通道，引导各族群众有序参与政治生活，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做主，

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不断增强其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引导各族人民坚定政治立场，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内化为政治习惯和政治追求。其次，

运用法治思维处理民族事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事务、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科学合理的处理方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法治在处理

民族事务中的作用，“只有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各族群众自觉按法律办事， 民族团结才有保障，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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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才会牢固”[14]。要以法治保障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增进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增强各族人民

的法律意识，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执行者，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要努力建设一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热爱各族群众、有能力有担当的民族地区干部队伍，使其成为基层党组织工作坚实的后盾。鼓励基层

党组织因地制宜，融入到各族百姓生活之中，发挥维护民族团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核心作用

。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持“美美与共”的文化原则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著名学者费孝通1990年提出的，被视为处理不同文

化关系准则的“十六字箴言”。新时期我们要正确看待和处理民族差异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在坚持“美美

与共”的原则下增进民族共识，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

“各美其美”指的是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因为不同民族文化都有其独特内涵，本民族文化需要继承好

、发展好。“美人之美”指的是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承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要尊重文化差异，学

会去欣赏、吸收和借鉴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共同促进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美美与共”指的是虽

然存在着不同的民族文化，但是处于同一个共同体（如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之中的各民族文化有着

共同认可、共通共融、共同发展的基础。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民族之间正因为有某些共同的情感

、价值观才会彼此接触、交流和融合。文化作为情感表达的方式之一，各民族的文化创作中包含着被

共同接受的情感价值标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意味着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实现各民族文化繁荣的

必然要求。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各民族文化都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丰富着世界文化，推动着

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繁荣。正如习总书记指出：“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

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15]我国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共同熔铸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

神标志，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我们在为自己民族的灿烂文明感到自豪的同时也

要包容和欣赏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成果，在博采众长中不断赋予先进文化强大生机。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56个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复兴，是每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复兴。“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各族人民要心手相牵、团结奋进，共创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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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16]。每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共同肩负着建

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重任。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已被提上日程，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

共同”的富裕，这里的“共同”不是指均等、完全一样的富裕程度，而是强调贫富差距缩减，各个群体之

间普遍受益、互惠互利的富裕。

民族地区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民族地区肩负着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政治使

命，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统一，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不仅是各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国家

的最高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政策支持、经济投入、人才选派等多方面举措帮助少数民

族地区顺利脱贫，如期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

教育、交通、医疗卫生等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市场经济起步晚，竞争力弱，

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较大。如果这种差距得不到根本扭转，就会造成心理失衡，引发民族矛盾、区域

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祖国强大。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要支

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1]等行之有效的举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发展以公有制为

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才能不断缩小民族地区

发展差距，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绝不是空洞的文字强调，而

是要实质性地改善各族人民生活境遇，让新时代的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让各族人民在环境

条件改善，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的实际生活中认识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命运相连的深刻联系，自觉树立

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要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需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增强自身的“造血”能力，实现

生计可持续发展，不断改善生产生活住房医疗教育条件，增强少数民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党和政府、东部发达地区对脱贫后的民族地区加强持续的援助和建设，铸牢

社会主义大家庭意识，增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意识，使对民族地区的援助更有耐心、信

心和决心，各民族携手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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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Cas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n the New Era

XIE Wentao, LI Shaojun

 

Abstract: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all ethnic

groups, but also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ty, the "free" nature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and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flow of people, logistics, and in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have provided realistic conditions for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guidelines, four basic principles must be adhered to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namely,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Marxism,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here to the cultural princi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road of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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