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中国梦与国家认同的内涵
（一）中国梦的提出及内涵

中国梦，是习近平主席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

兴之路》展览过程中所定义。习近平认为，“中国

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

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因为这个梦想，它是凝聚和

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一种夙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

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一

种共同的期盼。[1]它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和

基点，它包含了几代中国人坚定不移、矢志不渝地

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政治昌明的梦想，更包含

了中国人民开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道路的伟大历程[2]。因此，中国梦是实现国家富

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梦[3]。中国梦的实现需要

在多个方面做出努力，如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

会等，它是一个多极梦、综合梦，但归根到底是人民

的梦。在这个梦里，勾勒出一幅国家富强，社会和

谐，经济繁荣，生态文明，人民幸福安康的五彩画

卷。而这个梦的实现需要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人民

是实现这个梦的主体和动力。因为中国梦不仅是

国家梦、民族梦，更是人民的梦。同样，国家好、民

族好、大家才会好[4]，人民才会好。中国梦的实现要

以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大前提为基础，中国人民要对

这个梦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追求，也就是对中国的

认同与肯定。

中国梦是远大的、漫长的，但也是充满希望

的。在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和肯定的基础上，紧紧围

绕人民，依靠人民，团结人民，加强人民对中国梦深

刻内涵的理解，加强人民对党和国家的认知、认同

意识，有助于推进中国梦的前行。唯物辩证法认

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

的反映，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

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落后的、反动的、不科学的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5]。所以

人民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意识尤为重要。强化人民

的国家认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

是中国梦早日实现的催化剂。

（二）国家认同的提出及内涵

国家，从狭义上讲，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

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关于“国家”的内涵,西塞罗

将其定义为:“国家乃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

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人民是许多人基于法的

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6]。而安东

尼·史密斯认为:“国家的概念可以被定义为一套与

其他制度不同的自治制度,拥有在给予的疆界内对

强制性和家(extraction)的合法垄断[7]。综合来看，国

家是有固定的社会人群，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

共同的领土和共同的政府等的社会群体，它拥有治

理一个社会的权力的国家机构，在一定的领土内拥

有外部和内部的主权，它也是一种政治共同体，它

具有区别其它共同体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被大

多数国民所认同。认同，可以解读为认可和赞同。

是个体对个体以外的对象的认可和赞同，它是一种

自我意识，常常与情感、心理联系在一起，通过心理

和情感把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并且常以此来设定

自己的准则和行为方式。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是连接国家与人民的纽带。“国家认同概念于20世

纪7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时期引入政治学领域,现代

国家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以宪法为准则的公民基础

之上,国家认同是公民对其所属共同政治体主动的

认同,由此产生的凝聚情感是公民愿意积极为共同

体效力,而且在共同体有危难时愿意牺牲自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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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宜桦认为，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

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

灵性活动”[9]。

实际上，国家认同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

国家的归属感、认同感、自豪感的集中体现，把自己

看成这个共同体的一员，能很强烈的区分出“我是

谁”，“我来自哪里”，“我在为谁无私做贡献”，“谁在

为我全心全意服务并且维护我的利益”。国家认同

是国家和人民互为前提的，并有自己的特性。一方

面，国家要为人民服务，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及切身利益。另一方面，人民也要为社会做贡献，

奉献国家，奉献社会，才会实惠自己。这样国家认

同才会上升到一定高度。但同时，国家认同的主体

是人民，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人民共同体发

展变化中不断构建和形成的。正如以下学者所言，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国家利益来自于国家特性。

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就得首先知道我们是什

么人。”[10]澳大利亚学者罗斯·普尔认为:“民族国家

是一个共同体，归属一个国家就是通过归属赋予自

己一种身份，如成为一个澳大利亚人、德国人或法

国人，从而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的国家认同是一种

自我意识的形式，也是一种他者意识的形式，即识

别了那些与我们有共同身份的人以及我们具有特

殊责任去帮助的人。”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认为:“国

家乃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

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

结合起来的集合体。”[11]

所以，国家认同也是个体或群体在心理上认同

自己归属于某一国家，成为该国成员的一种政治意

识。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是建立在共同物质基础上

的，如血缘、语言、文化、宗教等，同时也基于共同的

历史、经验和记忆等，是人们在真正独立思考后的

认同感，是人们对国家的认同、理解与包容，是人们

对国家真正奉献与勇于承担责任、发展和创新的基

础，是公民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

国家认同表现为个人和国家两个层面，本文所说的

认同，主要指涉的是个人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实际

上，与此同时，拥有国家认同也使人们争取自己权

利与利益的时候更有自信，拥有国家认同为人们生

活与交流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赢得更多对国家的共

识。如日常的升旗仪式、举行红歌比赛，游览国内

名胜古迹，参观历史、军事博物馆，大型体育运动比

赛等。因此，从某些角度而言，国家认同是必要的，

并且是可以在人们的普遍价值中建构、培养和强化

的。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制度、文化传

统和风俗习惯等，而每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的国家

普遍具有强烈的认同和肯定感，自愿学习自己国家

的制度、风俗、礼仪、文化、道德，并且投入深刻的情

感，强烈维护国家的利益。如美国、新加坡，虽然是

移民国家，但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十分强烈。中国是

一个统一且团结的多民族国家，人民拥有的民族情

怀、历史传统、道德理想和人生信念等，就是表达了

对国家的认同。中国梦是生活在这个疆域的人民

在生产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梦想，是人民共同

的期盼，是各族人民持续、永恒奋斗的目标与追求，

是人民对国家的普遍认同，充满信心的综合体现。

二、中国梦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中国梦是实现人民幸福的梦，没有人民的幸福

中国梦就是一句空话套话。中国梦顺应了历史的

潮流，是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前景。同时，中

国梦也是对真、善、美的追求。人民对国家的认同

是对国家的期望与充满信心的表现，认同国家意味

着认同国家的目标追求和价值理念，也意味着人民

从国家层面向往自己的幸福，追求自己的幸福，期

盼自己幸福的实现。认同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才能有幸福实现的机会，认同国家是实现幸福

的大前提。正如艾四林教授所言“一个国家在世

界上的地位，不仅由其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来决定，

同时也取决于其文化、价值等软实力。一个民族在

世界上的影响力，所获得的尊重，不仅取决于其富

庶与强盛，还有赖于其特有的文化和价值的吸引

力”[12]。所以中国梦与国家认同有着内在的联系。

国家认同需要有理想目标，而中国梦正是理想目

标；中国梦的远大理想的实现需要有国家认同的内

在要求。

(一)中国梦是中华儿女强化国家认同的理想性动力

梦想是一种没有实现的理想，是理想实现的动

力，是一种期盼和渴望。梦想是多姿多彩的，给人

前行的希望的。有了梦想就有了奋斗的动力。但

梦想只有付诸于实践，根植于人民的土壤，经过逐

步的努力，才能慢慢变为现实。中国梦亦是如此。

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

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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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所以中

国梦不仅是国家的梦，也是个人的梦；不仅是遥远

的梦，也是近期的梦。中国梦内容宏大，意义深

远。这个梦想的实现需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需要

群众有积极性、主动性、参与性和高度凝聚力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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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

中国梦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而一个民族的历

史与传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载体，也是构建公民的

国家认同的重要精神资源[13]。中国梦是亿万中华儿

女共同的梦，共同的理想追求。代代中华儿女为之

努力，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国家梦、社会梦、集体

梦的实现都离不开个人，每个中华儿女都是梦想实

现的参与者、主宰者、构建者。中国梦是中华儿女

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追求，中华儿女是推动梦想实现

的主人，有了梦想就有了奋斗的动力，在梦想追逐

和奋斗的过程中不断构建和形成了对国家的认同。

可见，中国梦的提出以及人民大众在为之不断

努力，奋力前行的过程就是国家认同的充分体现。

中国梦是人民富裕的梦、文明的梦、生态良好的梦

与和谐的梦，也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梦。它是对我国

美好未来的描绘，关系着每个人实实在在可以感受

到的利益，这对人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中国梦的

提出及逐步实现在潜移默化中强化着人民对国家

的认同。

(二)国家认同是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对于

民族国家来说非常重要，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归属

感、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指标，是重要的国家软

实力。国家认同是一种国家意识，它对共同体的持

续与发展，统一与稳定起着关键作用。国家认同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与准则。王绍

光认为“国家认同的作用有点像政治权力的蓄水

池，使政府得以减少对暴力的依赖，具备更大的能

力来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14]。王希恩指出，没有

国家认同的“多元”是没有凝聚力的，即便具有一

定程度的一体性社会联系也是不自觉的，因而也是

不巩固的。概括来讲，平等的民族关系、共同的国

家认同和一体性社会联系是建立和谐稳定的多民

族国家的基本要素[15]。

中国梦是多元梦、联系梦、共同梦。梦想是对

未来的期望与构筑，但梦想的实现需要有扎实的根

基，稳定牢固的基础。国家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科

技的先进等是实现中国梦的物质基础，而拥有高度

的国家认同则是实现中国梦的思想基础。思想有

多远，未来才会走多远。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中华儿女自愿为之努力，需要

在梦想实现的过程中，遇到危机挺身而出，需要在

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敢于奉献，需要在

国家困难之时勇于担当。从国家角度而言，人们的

行为方式和处事准则很大程度上受人们对国家的

认同度的影响。人民大众能否为国无私奉献，他们

的力量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往往取决于他们

自己对自己信仰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如果一个

人对自己的国家都不认同，若让他对社会无怨无悔

的无私奉献，谈何容易。

(三)强化国家认同对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价值

社会在不断进步发展，为人民的生活提供了有

利条件，经济、政治、文化、生态都在有条不紊的发

展前行，这对加强人民的国家认同奠定了良好基

础。同时，中国梦的伟大构想激励了一代中国人，

潜移默化强化了国家认同，反之也为中国梦的实现

提供了有利条件。

人类的存在具有历史性、变化性、发展性。个

体的认识也是在历史的时空活动中不断变化和发

展的。当今的社会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全球

化、文化全球化、网络全球化等不断侵蚀着国家主

权，它导致国家的生活环境、社会关系、行为方式、

思想意识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全球化以统一的经

济标准和普世的价值观推向民族国家，这使一些人

出现了“区域国家”、“世界国家”的认同观。正如亨

廷顿所言:“国家认同危机成了一个全球性现象。各

个国家的认同危机除了自身的独特原因之外，还有

一个共同的原因，即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

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国民对文化认

同和地区认同比国家认同更为关注”[16]。与此同时，

国内在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科技、政治、法制

等方面时，难免会在出现一些与之随来的问题。如

住房、养老、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争议，这很可能在

某些程度上改变、重塑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意识，从

而弱化国家认同，甚至出现危机。中国梦的实现要

靠中国13亿人民的共同努力和齐心协力奋斗，国家

认同的弱化甚至危机严重影响了中国梦的实现。

三、强化国家认同是实现中国梦的具体路径
国家认同的培养和加强不是说一句话的事，而

是需要我们党和国家总揽大局，深刻思考。从国家

到政府，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做一些真真切切、实实

在在有益于人民的事，社会利益实现是国家认同的

重要因素，是国家的认同基础和根源所在。正所谓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马克思指

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人们只有在社会利益得到实现的基础上才会对现

存的制度、体制等方面的认同。让人民着实感到国

家的对人民的爱，对人民的关怀，对国家的信任与

认可，这才能使人民自觉提升对国家的认同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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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度，弱化认同危机，全心全意拥护我们的社会主

义道路、制度和体系，让国家在平稳和谐的环境中

发展，步步逼近中国梦。为此，本文提出了以下几

点逐步加强人民的国家认同，进而推进中国梦的实

现。

(一)立足于人民的立场，强化国家认同，从而推进中

国梦的实现

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家的发展要以人民的利

益为重，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党的执政力等要素

是人民最关心的，所以要“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

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17]，以此来加强国家认同。 首先，尊重人民。实

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

的行使。如逐渐减少人民在办理户口时不被刁难

的现象。其次，服务人民。教育、医疗住房与人民

的切身利益相联系，国家在运行的过程中需要逐步

协调，弱化上学难、看病贵、购房难等问题。最后，

协调民情。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调先富带动后

富，一部分人富起来带动另一部分人致富，但在实

际过程中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民族与非民族地区

存在差距，中西部和东部存在差距，这样的状况令

一部分人不满，甚至对国家出现信任危机、认同危

机。所以要根据现实情况，调整资源配置，因地制

宜，循序渐进，合理协调，把易于分散、弱化国家认

同的因素渐渐消除，自觉的让民族认同、文化认同

上升到国家认同的高度。让人民对国家的情感形

成一种自然情感，而不是通过政治、法律、权威的维

护来实现，是要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国家的积极公

民。

（二）国家通过各类法律法规，培养人民的共同体意

识，从而促进中国梦的实现

共同体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国

家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自国家产生以来，国家认同

就成了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国家认同既

是支撑起国家这一政治大厦的重要心理基石，也是

维持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合

法性来源[18]。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指出，人

类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凡是不属于城邦的

人，“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19]，他还指

出：“城邦的出现属于人类生活的自然发展，在城邦

之中，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

但是，城邦的存在却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生

存，而是为了“优良的生活”[20]。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

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

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1]。所以共同体是人

们生存和发展，自我实现的前提。人是共同体的一

员，若要得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就得有共同体意

识。但共同体意识需要培养，因此国家要通过各类

政策法规，培养人民的共同体意识。目前来说，我

们需结合现实状况和时代的需要，制定出适合我国

发展的政策、制度，不断培养人民的共同体意识。

如对宪法基本原则的严格遵守，建立法制社会，健

全公共安全体系，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

制度等，政策的实施应以提升国家认同的高度为标

准，而不能以牺牲国家认同为代价。

（三）要加强文化认同，提升国家认同，从而推动中

国梦的实现

文化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凝聚力。文化认同

是个体对文化资源的内化和价值的延续，是对社会

文化资源的整合，最终影响个体长久且稳固价值观

的形成。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息息相关，并且与国

家认同有交互重叠的部分，有些文化认同会上升到

国家认同。如果个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国家认

同交互重叠的部分较多，可以说国家认同是比较强

的。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多民族国家，有着悠久的历

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各民族在相处和融合的过程

中，必然会有文化归属的共同性，所以彼此认同，和

谐相处并且与国家形式的共同体相契合。正如霍

耐特所言：“只有当社会一体化从社会成员那里得

到文化习惯的支持,而文化习惯又与他们互相交往

的方式紧密相关,政治共同体的社会一体化才能取

得成功”[22]。 所以，首先要重视文化，突显文化的价

值。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有各自的特点和差异，在文化延续和发扬光大的基

础上，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强调公平，理性对待，形

成一个文化大繁荣的局面，从而强化文化认同，促

使文化认同转化为国家认同。其次，强调文化的历

史性、多样性和内涵，挖掘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

础和文化符号，寻找历史的记忆和共同文化归属

性，如国庆庆典、延续传统节日等，逐步构造文化基

础，丰富文化内容，增强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叠

的内容，甚至是二者趋于一致。

（四）个体的自觉意识

国家认同的培养与提升需国家、政府不断努

力，从人民的利益和幸福的角度出发，立足于人民

的立场，但是光靠国家政府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

要人民的自觉意识，只有自我觉醒，自我努力，才会

成为梦想实现的助跑器。毛泽东曾经指出，决定战

争胜负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所以，个体有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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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提升自身的认识水平和思想觉悟，才会有清楚

的自我认识和和自我识别能力，才能有目标、有计

划从事社会活动。著名教育家叶澜认为：生命自觉

是指人的精神世界能量可达到的一种高级水平，它

不仅使人在与外部世界沟通、实践中具有主动性，

而且对自我的发展具有主动性。一切具有生命自

觉的人，无论在与外在世界的作用中还是自我发展

的构建中，都是一个主动的人”[23]。所以，拥有自觉

意识的个体才能全面履行自己的职责，才会组成凝

聚力强的集体，才能把集体的力量发挥到最大，把

对集体的认同升华为对国家的认同，在奋斗的过程

中对中国梦的实现有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梦，梦想从来都

不会自动变为现实，而是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

的。中国梦为中华儿女提供了的理想的精神家园，

同时也倾注了中国人民的心血，在润物无声中培育

和强化了中国人民的国家认同。在这个梦中每个

人都是构筑梦想的工程师，我们秉着“空谈误国，实

干兴邦”的崇高精神去追求梦想。真诚所致，金石

为开，梦想定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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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Dream and National Identity

LIU Qin-qin
(Marx's College, Beifang Univesity of Nationality, Yinchuan, Ningxia 750021)

Abstract: Chinese dream is to achieve the dream of national prosperity, national rejuvenation, people’s

happiness. Chinese dream realization needs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Chinese dream is the ideal power

that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Chinese nation strengthen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Chinese dream. Combin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a wit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e also need

to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identity from the four aspects, so a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dream.

Key words: chinese dream;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al rejuv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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