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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精神是推动中华民族砥砺前行、屹立世界的精神支撑和精神动力。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将祖国、国家、民族、人民作为情感、精
神、利益的归属。祖国、国家、民族、人民是从不同维度对整体进行的表达，它们是“整体”或“集
体”存在的重要形式。这决定了中国精神更为注重整体价值与集体指向，蕴含着坚定的集体主
义价值取向，也意味着中国精神必然具有集体主义的价值内核，其具体可通过以国家为核心的
价值取向、推动民族发展的驱动导向、人民至上的利益旨归、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志向得以
展现和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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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是思想观念、价值理念、理想信念的高度
提炼和升华，是进行价值判断、作出行为选择、实
现利益取舍的内在依据，是实现社会意识对社会
存在积极反作用，先进社会意识促进社会进步发
展的关键元素。“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
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
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
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1]47-48 对国家民族而言，
精神是体现自身内涵个性、实现团结同心聚力、推
动事业发展进步的重要依托。中华民族能够在
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展现
出强大的生存力、凝聚力、向心力、开拓力、创新
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伟大的中国精神。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上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
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
魂、强国之魂。”[2]40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构筑中
国精神的两大精神元素。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分

别作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质核心，共同构
成中国精神的中心内涵，呈现出中国精神的价值
内核。爱国主义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都蕴含着集
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核，其可以通过以国
家为核心的价值取向、推动民族发展的驱动导
向、人民至上的利益旨归、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志向，得以展现和外化。

一、以国家为核心的价值取向

集体主义是一种调整个体与整体关系的思想
认识和行为准则，蕴含着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
间倾向性选择的价值判断。集体主义主张优先考
虑整体价值，关照整体利益，认为整体是个体的依
托和存在前提。就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而言，
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利益应当服从作为整体的民
族、国家利益。集体主义注重个人间的相互依存关
系，作为文化元素它更加关注整体目标对个人目
标的优先级和整体凝聚力的重要性。这在爱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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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精神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爱国主义是对祖国家
园的情感依托，更是对民族国家的价值选择。作为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爱国主义首先体现为以国
家统一和整体利益为重的价值理念。[3]强调个人利
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高度统一，个人理想与
民族理想、国家理想的高度契合。[4]其根本逻辑在
于爱国主义精神中“国”的价值优先性。

爱国主义之“国”有祖国、国家之意。两者比
较，祖国带有更多文化倾向，更具文化属性，尤其
是更为突出情感因素。可以说，爱国主义体现了人
们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揭示了个人对祖国的
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家园以及民族和文化的
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5]55对祖
国的这份特殊情感建立在中国传统家国同构的社
会政治结构之上，源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是最
小国，国是最大家，有国才有家的思想意识和感情
认知。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整
体主义原则，并时刻明确着“群”于社会、国家构成
的基础性，凸显作为集合体的古代人民所具有的
强大力量。[6]祖国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主义原
则的外化表达，更是人民集合体“群”的基本载
体。祖国承载了山川河流、灿烂文化、骨肉同胞等
内涵要素。个人把情感寄托于祖国，认为祖国是
自我的生命之源，生存之根，灵魂之基，其感情意
识和思想观念中无不蕴含着祖国为要、为重、为
上的价值判断，实质是对“抽象”集体的情感依
恋，乃至依赖，呈现出集体主义的情感指向。也
正是因为爱国主义精神中蕴含的集体主义价值
内核，才有个人将自我的最终归属归结于对集
物质、精神、情感为一体的整体性存在“祖国”的
期待和归融，才有个人将自我归结为祖国之一
分子的价值选择。

与祖国相比，国家更具有政治、法律的意蕴，
更带有政治、法律的属性。以国家、民族发展为己
任，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重的集体主义精神，
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也是爱国主义的内在
要求。[4]从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和主权完整，到舍
小家顾国家，以人生奉献兑现国家所需，在不同时
期面对具体的历史任务和时代使命，爱国主义蕴
含价值判断的国家取向会外化为不同的行为抉
择。在国家遭受外敌入侵，处于民族危亡之时，告

别父母妻儿，走向残酷战场，用生命和热血捍卫国
家主权，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成为人生的
选择。从在寒风侵肌的严冬战斗至弹尽粮绝壮烈牺
牲的杨靖宇，到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枪口的黄继
光，从把敌人引向峰顶绝路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
士，到以战斗姿势冻死在阵地上的“冰雕连”，无不
是面对国家危难以自身小我成就国家大我的最好
诠释。彰显了超越小我、成就大义的精神品格。[7]在
国家建设、发展、改革时期，或舍小家为大家，响应
号召离别家人朋友，奔向国家建设最需要的地方，
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坚守，用青春和汗水
铸就国家繁荣富强的坚实基石，成为兑现人生价
值的最好选择。从挺进荒原，战天斗地，变北大荒
为北大仓的转业官兵，到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投
身“三线”建设的产业工人，从刻苦钻研，任劳任
怨，为我国光学机械检测事业作出开拓性贡献的
蒋筑英，到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带领团队
创造数项“中国第一”，填补深地资源探测多项技
术空白的黄大年，无不是用忠诚、奋斗、坚毅创造
的功绩奉献国家的最好实例，更是对中国精神蕴
含价值判断国家取向的现实呈现。这些以国家利
益为重，更倾向于奉献而不是索取的个人行为选
择，实质是在个体利益和以国家利益形式存在的
集体利益的权衡中，作出了以后者为先的价值判
断，体现的是中国精神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在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下，中国采取了最严格的防控措施。无数
医护人员、公安干警、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下沉干
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奔赴疫情防控第一线。他们
有的在除夕夜告别家人、离别故乡，来到隔离医院
医治病患、挽救生命，有的在工作岗位彻夜坚守，
维持社会治安，保障社会稳定，有的在驻守卡点宣
传防护知识，工作在阻截病毒传播的关键环节，有
的在筹措物资、运送补给，为居家隔离的市民百姓
提供最可靠的后勤保障。他们的行为选择无不是
对国家需要的有力回应，是对国家爱的表达，是中
国精神蕴含集体主义价值内核的最鲜活实例。

二、推动民族发展的驱动导向

“民族”是集体存在的重要形式，将推动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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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作为改革创新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目标导向，是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判断和选择的内
在要求。

中华民族有过强盛辉煌的历史，但清政府闭
关锁国政策使国家失去了与世界工业革命接轨的
机会，阻碍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造成了国力
衰落、人民疾苦、民族危亡的后果。帝国主义用坚
船利炮叩开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开始了为争取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的艰辛历程。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生的国家深知落后就
要挨打的道理，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完成民
族复兴大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所在。

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不断推进国家民族的发
展进步。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从社会
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8]23到改革开
放新时期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9]377发展
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完成民族复兴使命的重要依
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对发展
与民族复兴的关系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他指
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
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
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0]23在中国
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民族复兴是发
展的重要价值目标追求。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持续健康的发
展正是建立在深化改革、不断创新的基础上。改革
创新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本质呈现，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精
神提炼，具体体现为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敢闯敢
干、开拓进取、求真务实等精神要求。改革能打破
陈旧的思想观念，摆脱落后的制度束缚，为发展创
造良好的思想环境，开辟优越的制度空间，激发推
动发展的内生活力。改革还能为创新提供思想和
制度条件，而创新对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调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战略支撑。[10]24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明确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
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
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11]

践行改革创新精神是推动新时代发展的前提和保
障，新时代发展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
指向，这充分展现了改革创新精神坚守发展驱动
民族导向的现实逻辑。改革创新精神是时代精神
的内质核心，是中国精神的精神元素，民族发展是
集体发展的实现形式，所以，中国精神坚守的是集
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是取得国家形式的政治共同体，是

中国的国家民族，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主体。”[12]

中华民族由 56 个民族单元构成，是一个具有“多
元一体”意蕴的概念，表明中华民族的复兴是 56
个民族的整体复兴，这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
要义也完全一致，意味着中国发展的整体主义目
标诉求及蕴含的集体主义价值内核。简言之，通过
改革创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而民族复兴是发展
的目标所在，同时认为民族复兴是实现幸福生活
的前提，实质是将中华民族“一体”的发展利益，放
在了优先于“多元”和个人短期利益的位置，体现
出中国精神集体主义的发展导向。

三、人民至上的利益旨归

“人民”是政治概念，也是个人的集合体，将实
现人民利益作为改革创新、推进发展的价值旨归，
呈现的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判断和选择。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答卷的“阅卷
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
义国家。除了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
特殊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
上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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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
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
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10]35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发展要依靠人民，同时中
国的发展必须为了人民。

时代要求以不进则退的紧迫感推动发展，发
展呼唤在改革创新精神引领下的伟大实践。改革
创新实践的价值目标指向必须是最广大人民的切
身利益。无论是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攻坚克难，还是
制度机制改革事业中的革故鼎新，或者是文化艺
术创作中的吐故纳新，都必须以人民利益为创新
改革成效的检验标准。改革创新实践辛勤创造出
的发展成果，应该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

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规划的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两阶段战略安排中，人民利益始终是判定发
展成效的根本依据，它被直接或间接地具体化为
各方面各环节的发展要求。尤其是将人民利益直
接转化为发展目标的设计，充分体现了发展的人
民指向，如第一阶段发展目标就包含人民平等参
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人民生活更为富
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等内容；第二
阶段发展目标包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等内容。[10]2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第一阶段发展要求人民利
益的价值取向，将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
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
进展，纳入了第一阶段发展目标体系。[11]发展目标
的人民性保证了发展方向的人民性，最终将通过
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等领
域的一系列发展政策设计和配套举措得到落实
和体现。

改革创新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发展
以实现、维护、发展人民利益为目标取向和检验
标准，由此呈现出中国精神追求人民利益的价值
逻辑。“人民”包含从事不同职业和岗位，身处不
同阶层，属于不同民族，出生于不同家庭，拥有不

同性别和年龄的个体，所以人民利益意指绝大多
数人的利益。正如习近平走访四川大凉山与昭觉
县三岔河乡三河村村民座谈时所说：“让人民过
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
少。”[13]实现人民利益要求先富带动后富，先发展
起来的区域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区域，先进入现代
化的地区帮助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地区，最终走向
共同富裕，这充分体现出中国精神集体主义的利
益定向。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志向

随着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的快速革新，国家
间的经济交往、人员交流、物质交换愈加频繁，形
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格局。已经很难有
哪一个国家能够在不与其他国家发生联系的前提
下得到发展和进步。各国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紧
密关系使人类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国家间的优
势互补、资源互利、文化互鉴，是人类社会持续向
前演进，各国人民实现长久美好生活的重要条件。
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摒弃唯我独尊，将自我利益最
大化而不顾他国所需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必
须有对他国、对世界、对人类整体利益的关照和顾
念。“如果奉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
如果采取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结果
必然是封上了别人的门，也堵上了自己的路，侵
蚀的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损害的是全人类的未
来。”[10]434在利益交融、命运与共的关系格局中，没
有谁能独善其身。人类面临着共同的挑战，需要各
国携手应对。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的枯竭、
世界人口的膨胀、传染疾病的蔓延、致命武器的扩
散等全球性问题，都不是任何国家仅凭一己之力
能够解决之事。而它们又关涉到生存在地球上的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的现实生
活和未来命运，其化解需要世界各国的积极参与、
共同付出。所以，以维护人类整体利益为目标导
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不同民族国家都
应该秉持的价值理念。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
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中国共产党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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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10]43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正是中国寻求人类的和平发展向世界提出的中
国方案。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
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
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
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
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14]正是中国提出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举措，充分体现出人类和
世界利益的“集体”价值取向。“坚持立足中国又面
向世界”是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内涵构成。所以，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重
要内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开放兼容，才能富强兴
盛。要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
起来，尊重各国历史特点、文化传统，尊重各国人
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善于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
汲取营养，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共同
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15]将人类整体利益的实
现作为自身的重要目标追求，将对人类整体价值
的维护作为本国利益实现的重要条件和必要保
障，是对人类这个“大集体”，世界这个“大家园”的
深刻认识和意义关切，是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重要
价值理念，充分体现出中国精神宣示构建命运共
同体人类志向的价值逻辑，是在更高层对中国精
神集体主义取向的有力呈现。

总之，爱国主义精神的价值指向是祖国、国
家、民族，改革创新精神的利益归属同样在于国
家、民族乃至人民。祖国、国家、民族、人民是从不
同维度对整体进行的表达，它们是“整体”或“集
体”存在的重要形式。这决定了中国精神更为注重
整体价值与集体指向，在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
间作出了整体利益优先，通过保障整体利益实现
个体利益的价值选择，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精神必
然具有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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