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7 

Education Research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大学生国家认同提升路径探析 
 

吴日晖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DOI:10.12238/er.v3i12.3446 

 

[摘  要] 国家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任重道远的复杂系统工程,是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是

维护国家统一、发展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前提。在全球化势不可挡、族裔民族主义浪潮化发展时代背

景下,怎样确保多民族国家统一,成为维系国家合法性、保证国家存续发展的关键。国家认同正面临着内

外各种因素的削弱和消解,国家认同构建日益成为国内外各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探索建立现代民

族国家建构视野下大学生国家认同提升策略,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增强大学生国家

认同的策略参考、建议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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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国家认同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

70年代的政治学学科,是西方学者在研

究现代国家的演进和现状,以及发展中

国家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等问题时常

使用的概念。对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

族而言,无论在国家认同的观念还是行

为层面,都更容易受到全球化、族裔民族

主义、发展差距和文化差异等因素干扰,

从更为极端的后果分析。因此,怎样在现

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确保少数民族认

同统一多民族国家,成为维系国家合法

性、保障国家存续发展的重大命题。在

此背景下,国家认同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并发展成为政治界、学术界研究的重要

问题,并在20世纪90年代在政治学领域

形成研究的高潮。对国家认同及其相关

问题进行探析,有助于深化国家认同构

建的理论研究及现实运用,从而不断推

动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完善。现代民

族国家的建构原则和国家合法性来源是

民族(一个或多个)认同国家,而全球化

正在销蚀国家认同,深刻影响民族国家

前途命运。由此,“国家认同”成为中外

学界持续关注的重大理论命题和现实问

题。在多民族国家内将组成多民族国家

的各个民族维持在一个国家政治共同体

中,即协调族际间政治关系来推动国家

统一与稳定,以此巩固和提升多民族国

家的合法性,维持良性的国家民族政治

互动,是现代国家认同的重要内涵。 

国家认同既包括别国对本国的认知

和承认,也包括本国民众在他国存在的

语境前提下对于本国的认同。一方面,

一个国家只有保持其独特属性和特征才

能得到他国的承认和国际社会的认可,

从而使得国家得以延续和发展,在这个

意义上国家认同就是指国家“独特属性

以及由此而来的保持该独特属性的权利

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另一方面,国家

认同还强调在有他国存在的认知前提之

下本国民众对于自己所属国家独特性的

认同,并由此产生的对于本国共同体的

身份感与归属感,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

国家认同。基于认同建构的内在逻辑和

规律,作为一种集体身份的国家认同,从

理论上看,是可以通过政策机制对之进

行干预、型塑和建构的。当然,这种干预、

型塑与建构需要符合基本的科学与社会

科学原理以及既有经验表明的一些政治

与社会规律。因此,不同国家都希望通过

各自的政策措施来建构内在的国家认同。 

2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大

学生国家认同的意义 

国家认同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统一和

稳定的保证,不仅决定着内部各民族各

阶层人民在处理自身与国家间关系的心

理和行为,同时也影响着一个国家在国

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形象。尤其是对于中

国这样的人口众多、民族成份复杂的国

家来说,只有高水平的国家认同才能使

得广大人民和各个民族不断向同一方向

聚合,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一旦国

家认同构建出现危机,就为民族国家分

裂势力和国际敌对势力创造了破坏的机

会。因此,不断强化大学生国家认同的良

性构建是很有必要的。 

2.1国家认同对于个人的意义。国家

认同对公民身份具有提升作用。所谓公

民身份,本质上是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

政治身份。在国家认同的构建过程中,

国家通过制度法律等手段规定公民的各

项权利,同时确保公民成员的意见诉求

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得到真正实现,

由此提高公民参与政治事务和社会管

理、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热情与自觉

性,提高公民的国家主人翁意识,从而不

断提升与强化着大学生的公民身份意

识。特别是对于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人

民来说,由于长期以来对本民族的族群认

同意识更为强烈,加上还受着宗教、传统

文化、地域主义等多元因素的交叉影响,

现代国家公民身份意识相对淡薄,在此背

景下国家认同构建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8 

Education Research 

2.2国家认同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

意义。从国内来说,国家认同作为重要的

国民意识,是国家权利合理性与合法性

的重要来源,对于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稳

定具有重要意义。国家认同是国家合法

性的基础,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底限,为

国家维系自身的统一性、独特性和连续

性提供保障。没有公民对国家的认同,

意味着国家团结的瓦解,意味着国家的

稳定和安全的危机。从国际来说,国家认

同在国际范围内强化别国对于本国的认

知与接受,不断树立国家在国际社会中

的地位与形象。总之,国家认同的构建建

立在内部各民族各阶层的归属与统一的

基础上,同时也离不开国际社会对本国

地位和合法性的承认。对于一个主权国

家来说,内部和外部的国家认同都不可

或缺。 

2.3国家认同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

意识与行为方式。国家认同作为一种重

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

发展的重要纽带,其具体功能如下：第一,

激励功能,通过各种手段创造认同氛围,

使大学生产生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归

属感、使命感,在整个社会造就民族情感

和凝聚力；第二,规范功能,国家权力依

靠强力手段、制度手段,同时加上国家认

同的意识形态上的说服,对大学生形成

有力的约束功能,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

第三,整合功能,通过强调文化传统、价

值观念、信仰诉求、共同利益等因素,

使不同民族、团体、阶层的人们能够在

共同的国家认同之上,形成高度一致的

生存共同体,发挥对社会的整合作用。 

3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大

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 

现代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安全不仅仅

存在自身内部的问题,同时更多的受到来

自国际社会的冲击与挑战。在当前全球化

的时代背景下,统一的行为规则和价值规

范正处于建立的过程中,民族国家的秩序

和认同也亟待重构,我们有必要全面分析

影响大学生国家认同构建的因素。 

第一,全球化与现代化带来的冲击

与挑战。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大背景下,

多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发展冲击着

国家认同,新的问题和挑战不断出现。政

治层面的公民身份认同危机、亚国家共

同体、超国家主义问题济危机以及文化

层面的文明冲突、民族认同与分离运动,

这些因素都不断消解和削弱着大学生国

家认同。 

第二,国家治理失效导致的大学生

认同危机。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管理等多方面的体制机制不尽完善,

国家治理失效导致发展的失衡与各种社

会问题的凸显,加上自由主义、后现代主

义等思潮蔓延,不成熟的国家认同培养

与建构体系难以应对,使得大学生对于

国家合法性与合理性产生质疑。 

第三,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影响现

代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构建。国家存在的

历史文化传统和连续性不可避免地弱化

甚至消解着现代国家认同。随着民族国

家现代化的发展,传统的语言文化、价值

观念以及行为规范和制度秩序,不会随

着发展消失殆尽,甚至会在外部的刺激

下进一步凝聚和升华,形成更为强大的

力量。这种历史变迁的自身聚合力在某

种范围和程度上与现代国家认同的意识

存在冲突,阻碍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构建。 

4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大

学生国家认同的提升路径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现代民族

国家在国际和国内政治中不断扮演重要

的角色。面对当今仍旧由西方国家主导

话语权的国际秩序,我们应如何在解决

国内认同危机的同时,积极应对来自国

际社会的认同挑战与威胁,不断加强我

国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构建,努力构建现

代民族国家,这也是我们探讨大学生国

家认同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第一,从大学生公民身份的角度出

发,通过完善大学生身份建构推动国家

认同。要立足于国情,在公民身份建构的

基础上,通过健全大学生公民权利保障

机制,形成科学的公共参与机制,同时加

强公民教育、强化公民身份意识来提升

大学生国家认同。 

第二,从大学生价值观念的角度出

发,通过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

价值认同和社会共识来强化大学生国家

认同。大学生国家认同构建要在中国的

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的

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共识,在此基础上

提高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 

第三,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出发,通过

建立健全有效的国家制度体系来强化大

学生国家认同。要重新思考、整合原有

的民族政策和国家认同构建策略,推进

理论创新、政策调整以及法律法规的完

善,通过健全国家制度、优化国家结构体

系来推动大学生国家认同构建。 

第四,通过加强社会建设和经济发

展来推动各阶层各民族的大学生国家认

同构建。通过强化社会建设、民生建设

来推进大学生国家认同,要在教育、就

业、医疗卫生、交通住房、社会治理等

社会保障的方方面面不断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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