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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

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再次强调了培育和

践行爱国主义的重要性。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巩固

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应“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由此观之，爱国主义的践

行实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水平紧密关联，

本章这里主要探析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主要内容指标，为下一步构建爱国主义与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评价体系做研究铺垫。

一、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指标

爱国主义是指特定群体对其所属国家所持有的

积极、热爱与支持的态度，它高度概括、深刻揭示

了公民个体对祖国的归属与依存关系，是特定群体

对自身所处的地理家园、物理家园以及精神家园的

认同与坚守。

爱国主义是一种理性观念。人的认识总要从感

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人们对自己祖国的深厚

感情在观念形态上表现为爱国主义是一种基本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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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规范和重要的政治原则。它以理论形式指导着人

们的爱国行动，成为约束、评价人们实践行为的思

想准则，它激发一代又一代爱国者去思考、探索，

是激励人们的精神力量。作为理性观念，它是国家

物质利益、经济关系、人们生存的社会条件和个人

利益、社会心理等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和理论表现

形式。在实际生活中，要对一个人、一种行为是否

爱国进行评价，就要看其行为是否把祖国利益置于

个人利益之上，是否自觉地维护祖国的尊严、荣誉。

所以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指标在于情感偏向和行动

力两个方面。

1. 情感偏向

爱国主义的基本立足点在于人民群众情感取向

上的热爱。因此，衡量爱国主义的主要指标之一在

于“情感偏向”的判断。人民群众对于自身所属国

家的情感偏向，或是情感取向上的“偏爱”正是爱

国主义精神情感的重要指标。

爱国主义体现在认同感的情感倾向上。对于所

属国家的认同，是爱国情感不断滋养的基础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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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同涵盖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包括但不限于

经济、政治、法律、制度、文化、艺术、道德、宗

教等发展维度。例如，人民群众对于所属国家现行

经济制度、财政制度、税收政策、市场调控形式、

国际贸易、监管体系的实践成效及认可态度与否，

对所属国家的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

治制度、具体政策方针的支持及认可态度与否，对

所属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法治进程、法制保障的

遵循及认可态度与否，对所属国家现行的政党领导

形式与意识形态制度的拥护及认可态度与否，对所

属国家的民族文化的继承及认可态度与否，对所属

国家的特色艺术形式、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艺

术美学的接受及认可态度与否，对所属国家的道德

秩序、传统美德的约定及认可态度与否，对所属国

家的宗教渊源、宗教发展、宗教政策的尊重及认可

态度与否等。

爱国主义体现在依附感的情感倾向上。人民群

众对自身所属国家的依附感构成了历代在历史长河

中生存和不断赓续基因、延续文明的隐性逻辑。在

中国，依附感的爱国倾向事实上已赓续了千年。中

国古代早期国家的滥觞便是从“家”到“国”的演进。

从《诗经》到《左传》 ，中国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然

发掘出“家邦”“国家”的先进概念。这种概念存

续千年，将“家”与“国”并置，将“小我”与“大

我”相融。此后，国人便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开展

对“家国”意识的探索与呈露，并以“国家”作为

特定范畴的概念。换而言之，古人从平一屋才可平

天下的细微之处出发，却在建构“国家”概念之时

将“国”置于“家”之前，使“国”成为“家”的

前提，使得历朝历代的人民群众对于“国”的概念

具备天然的认同感、热爱感与依附感，因而人民群

众对于所属国家的依附感是具备其厚重历史渊薮的。

放眼现今，国家作为最庄严、最神圣、最具保障性

的政治概念，依然将自身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渗透到

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国之重器到民生福祉，

从涉外撤侨到对内保障，都体现了国家对个人的深

度保护。而广大人民群众也因为认同，生发出深致

的依附感。这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情感倾向上的又一

重要体现。

爱国主义体现在归属感的情感倾向上。在认同

感和依附感的基础上，爱国主义者均会对祖国产生

一种归属感。放眼中国，这种归属感自古有之。在

古人探索“家”与“国”的关系之时，他们逐渐衍

生出爱国即爱家、爱家需爱国的思想，进一步发展

为“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家国情怀。直到现代，

亦是如此，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感内涵与归属意识倾

向更具时代精神底色。这种归属感建立在认同感和

依附感的基础上，无论身处何处，无论立于什么层次，

均与国人共同构建起对祖国的“阵营感”，能够尊重、

坚持祖国立场，能够贯彻、落实国家政策，能够团结、

聚能国家力量，甚至能够在必要时一致对外。正是

因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归属感情感倾向，人民群众均

遵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的先进思想，均能

够做到寻根、归根、立根、正根。

爱国主义体现在自豪感和责任感的情感倾向

上。在中国，于新时代的洪流中，爱国主义的重要

指标融贯于人民群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的伟大征途与实践中。爱国主义情怀根植于人

民群众坚持的民族团结、民族友爱、多民族一家的

价值认知之上，蕴含在历久弥新、革故鼎新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因此，面对中国日新月异的伟

大发展成就，面对多民族一家亲的良好现状与未来

美好的发展愿景，广大人民群众会更尽力地参与共

治、共建，努力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由衷生

发出自豪感与责任感。

2. 行动力

基于“情感偏向”之上的判断是衡量爱国主义

的主要指标之一，正是因为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

神，他们在情感的驱动下将自己视为国家成员并联

合参与国家的共同建设。因此，基于情感偏向之上

的哲学方法论与实际行动是衡量爱国主义的又一主

要指标。

爱国主义精神呈示在人民群众的政治关切上。

具备爱国主义精神的人民群众能够有意识地正确行

使政治权利，能够有意识地坚持和履行政治义务，

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热心践行政治关切。例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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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能够尊重并合理使用自身

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自由范围内的合法权利

以及包含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和检举

权在内的监督权；是否积极履行自身的政治义务，

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

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积极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

织等。同时，还包含人民群众对政治生活、时事热

点的关注与见闻，包含人民群众对事关国家安全、

国计民生、国家荣誉、综合实力等方面发展情况与

热点问题的关注与行动。

爱国主义精神呈示在人民群众的福祉关注上。

在阐释“爱国主义”的具体内涵时，普里莫拉兹提

到“爱国主义”的定义中的部分内容是人们“对自

己国家与同胞的福祉的特别关注” 。纳桑森也强调

了人们“对国家福祉的特别关注” 。人民群众的福

祉关切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区别于对其他国家民生水

平和福利政策的认可与追求。因此，人民群众对福

祉的关注以自身对国家和同胞的认可感、归属感、

集体荣誉感为基础，以实际国家利益与国家为个体

带来的具体利益为导向，致力于将特殊的情感、特

殊的关切、特殊的利益追求转化为实际的爱国举措

和实践行动。

爱国主义精神呈示在人民群众基于爱国认可下

的利益牺牲和适当的调和分配上。纳桑森在研究中

也强调了在爱国主义精神之下，人们“愿意为了促

进国家利益做出牺牲” 。这要求人们将个人利益与

国家利益相结合，将个人利益寓于国家利益之下，

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应以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集体利益、公众利益优先。因此，爱国

主义精神呈示在人民群众基于爱国认可下的利益牺

牲。同时，因为适当的利益牺牲，这决定了人民群

众需要遵循和服从国家在一定程度的宏观调控，例

如先富带动后富、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等缩小贫富

差距的举措。因此，爱国主义精神呈示在人民群众

基于爱国认可下的适当调和分配上。

爱国主义精神呈示在人民群众对权力的让渡

上。这是爱国主义情怀下，人民群众正确处理个人

与集体关系的体现。就中国而言，公权力来自人民

群众的让渡。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我国的

行政机关 —— 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政府本身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由法律授予，按

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规范作为。我国的宪法和法律

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获得了人民的认可，我国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内核是人民当家作主，作为

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规定了国家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反推公权力的流远渊源，

它来自人民群众对自身权利的让渡和对公权力的认

可。个体、群众、组织、机构对国家政权中心最高

利益表现出绝对的遵循、维护与服从。因此，是否

能够适当地让渡个体部分权利、尊重国家的公信力

与公权力是衡量公民参与感、责任感的重要尺度，

也是衡量个人爱国主义精神水平的重要指标。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内容指标

2015 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

工作条例（试行）》创新性地提出“五个认同”理念，

这是全面、深入、持久、有效地推进中华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活动的重要指南，是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主要内容指标。它包括：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五个方面的认同 。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内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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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同伟大祖国

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密不可分，紧

密相连。中华民族首先以中国为大局而拢合与凝聚，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评判指标首先体现在认同伟

大祖国上，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首先体现在对爱国

主义精神情怀的践行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适宜、

先进的上层建筑指导、影响着经济基础的良性发展。

在祖国的构建与建设过程中同样如此。爱国主义精

神是推动各族人民形成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感的重要

动力与情怀载体，正是这般兼顾理性观念与感性意

识的双向有机勾连，使得世世代代的各族人民经过

时代的推演，共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多民

族政治共同体。因此爱国、认同伟大祖国，在逻辑

和情感上均联结着人民群众对构成我们国家的民族

集体的热爱，联结着对中华民族这一集体所创建的

文化思想的认同，联结着对由中国共产党带领、领

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热爱，进

一步联结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高瞻远瞩地提出并

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爱。因此，“认

同伟大祖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指标之

一。

2. 认同中华民族

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中，对于中华民族的认

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指标之一。各民族

均在法律、社会、现实等各种衡量维度内享有平等

的法律地位、政治地位、现实地位。而各民族相互

尊重、相互融贯，逐渐形成更进一步的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的群体，构成更为普适的“中华民族”

这一概念。

当今时代的中国梦在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而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形成的多元一体的中

华民族，又是当今时代下唯一代表中国现代民族的

共同体名称。因此“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与“祖国”

紧密关涉，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相互融贯。

3. 认同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以中华民族为发展核心，各民族的文

化在保证自身独有特色的民族性之时，还具备了中

华文化的共性。各民族文化共同凝聚成璀璨的中华

文化，因而中华文化具有无可比拟的民族性优势、

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强大的国族凝聚力。具有较

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人民群众对各民族共同拥

有的中华文化必然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因

此，建立在“认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基础上，“认

同中华文化”自然成为衡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主要指标之一。

4. 认同中国共产党

一个国家的稳固与发展离不开正确的执政理

念。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为

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的领导核心和中坚力量，

是领导一切工作的最高政治力量。党政军民学、东

西南北中，均处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因此，衡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水平

的指标离不开“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5. 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畴广泛，涵盖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关涉中国大局发

展的各个触点，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作为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具中国特色。同时，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

的制度优势。因此，“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

其他各类“认同”之间相辅相成，共同成为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指标。

三、结语

爱国主义的源起与人类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人们因为生存、生活的需要，逐渐形成集群、族群。

人们为了维持较好的生存、生产、生活现状，以这

种情感为依托，进一步维护群体的稳定与完整，从

而实现良性的循环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立在多方交织、共同

作用的基础上，由众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在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维方面形成相互影响、

相互交融、相互作用、互相借力、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民族共同意识。

本文这里分别探析了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



-088-

学术视界·Horizon Academic

体意识的主要内容指标，为下一步构建爱国主义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评价体系做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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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Main Content Indicators of Patriotism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Luo Xianhua

Abstract: According to a search o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articles 

discussing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with over 3700 articles; There are only 5 papers on 

the combination of patriotism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which is relatively rare; 

No articles were found on the main content indicators of patriotism and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proving that this is a weak link in the research of patriotism and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main content indicators of patriotism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basic evaluation system for patriotism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Key words: patriotism and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tent indicators; exploring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