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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 一是从中华民族大

家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等多维度认知中

华民族; 二是从民族复合体、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多重视角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

三是从制度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社会基础、法治基础等多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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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多维度认知中华民族，多重视角阐释中华民族共

同体，多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了一

系列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

一、中华民族的多维认知

( 一) 一个家庭: 中华民族大家庭

习近平总书记用“中华民族大家庭”来形容团

结和睦的国内各民族。在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上，讲到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时，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各民族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多

元一体格局，并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象比喻

中华民族，①这一比喻一方面揭示了中华民族整体性

的独特性质，另一方面又生动地形容出中华民族

“一体”与各民族“多元”的内在关系特征。
关于中华民族整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

自古就有的深厚的 “大一统”观念， “几千年来，

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团结统一”②。关于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格局， “多元”是指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

族，“一体”是指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因此，

中华民族的 “一体”包括对中华民族认同及与其

相关的国家认同，指代的是历史传统的主线、未来

趋势的方向，关系到国家的统一; “多元”包括对

本民族认同，指代的是历史运行的要素、未来前行

的动力，关系着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这种多元一体

辩证关系体现着深刻的辨证、统一的原理和 “两

点论”和“重点论”哲学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比喻，

科学阐述了 “一”与 “多”的辩证关系，并从情

感角度、亲情角度突出一个大家庭荣辱与共、共同

进退的整体性以及家族成员之间骨肉相连的依存关

系，从而有力驳斥了“把多民族当作包袱，把少数

民族当作外人”的错误言行，视多民族为财富，多

民族的家庭成员以主人翁的姿态在大家庭中手足相

亲、守望相助，实现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
( 二) 一种文化: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各

种场合中或长篇幅、大段落论述，或旁征博引、引

经据典，让我们强烈感受其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

同时也在世人面前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文化魅力和文

化自信。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孕育了中华文

化。中华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度过艰难困苦、凝聚民

心起到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中华文化 “天下

大同”的理念，使中国自古便成为一个文化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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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凝聚力极强的国家，中华五千年周而复始上演

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大一统的政治理念

和大包容的文化凝聚力合力的结果。
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共同弘扬和传承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既包括以儒家文

化为基石的汉民族传统文化，还包括各少数民族的

优秀传统文化。各民族要协调好本民族文化认同和

中华文化认同之间的张力，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在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借鉴中实现对本民族文化和中

华文化的共同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同本民族

文化和认同中华文化二者 “并育而不相悖”，也就

是说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平等的，每个民族都有认

同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权利，本民族文化和中华

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 56 个少数民族和中华民族之

间“多元”与“一体”的关系的表现。
中华文化内涵丰富，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凝聚着中国精神、中国价

值、中国力量，是各民族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基

础，在当代的集中体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中华文化认

同为基础。就像儒家文 化 蕴 含 着 “仁、义、礼、
智、信、恕、忠、孝、悌”的核心思想一样，少

数民族传统文化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思想，一些少

数民族在艰苦的边疆地区和恶劣的生存条件下，秉

持着忠信孝亲、尊老爱幼的家庭美德，不畏艰苦、
自力更生的劳动品质，与人为善、重义守信的社交

理念，勤俭节约、保护自然的生活习惯，包容豁

达、坚忍不拔的生活态度以及热爱家乡、心系祖国

的爱国情感，这些和儒家文化一样，都是涵养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渊源。
( 三) 一个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5 月第二次新疆工作

会议中提出“要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一方面是对各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的认同，体现在文化上的、客观上的、自

觉的认同，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国家制度、社会建设

的认同，体现在政治上的、主观上的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原生的自觉的文化

认同。中华民族有着深沉的历史文化渊源，这是打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生情感纽带，是我们共

有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在这个原生背

景下诞生的巨大的历史遗产和政治遗产。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作为社会意识来自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社

会历史和当下的民族事业发展实际，具有相对独立

性，能够坚定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凝聚起强大的

中国力量，又必将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使社

会存在于各民族人民的合力作用下，向着民族复兴

迈进。因此，不仅需要从精神、文化层面继续打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生文化基础，也要充分发

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社会意识的主观能动作

用，在新时代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化为促进

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动力。
( 四) 一种精神: 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

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

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

民族精神。”② 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伟大民族

精神曾发挥过巨大的凝聚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精

神的激励下，团结一致致力于现代化建设，涵养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的共同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

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

神纽带。③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爱国

主义一直是各个时代主旋律，经过五千年的沧桑

沉淀，在新时代成为把我国 56 个民族团结在一

起，激励 13 亿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对中

华民 族 的 每 一 个 成 员 来 说，爱 国 是 本 分，是 责

任，特别是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现代性和全球化

形势，各种思潮万象丛生，人们对于民族和国家

的归属感诉求更加强烈，只有时刻将爱国主义融

入骨子里，才能牢牢把握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

情和民族团结的生命线，才不至于在全球化和现

代性的浪潮中失去根基。
( 五) 一个梦想: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2 年参观 《复兴之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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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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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后，在习近平的一

系列讲话中，全面阐释了这一梦想理论，中国梦凝

聚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中国梦的内涵，就是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② 这一伟

大梦想，绝非哪个单一民族的梦想，而是全体中华

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共有梦想，这一复兴涵盖了政

治、经济、科技、教育、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复

兴，是整体中华民族的复兴，是规约着各民族团结

进步的最大公约数。要实现这一梦想要 “走中国

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③，同时，

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 “党政军民学，东西

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④ 同时，党的十九大

还特别强调: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⑤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是理想信念层面的目标

引领，又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旨在整合与凝聚

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同时也是在向世界传递中华

民族正在崛起、正致力于实现伟大复兴发展目标的

中国声音。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在顶层设计上通过科学阐

述中华民族以上几个关键要素，使中华民族的内涵

日趋科学和完善，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

在联系，勾勒出一幅关于中华民族的五位一体的大

写意: 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

明历史和传统文化，存在形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

重要表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突出特点是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目标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重视角

( 一) 民族复合体: 各民族共同组成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

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 “各族先民

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

山”⑥。中华民族是由 56 个民族共同组成的民族复

合体，不像单一实体民族那样与生俱来就有同民族

的共同特征，其形成经历了中国古代各王朝两千多

年的统一和分裂，像个稳定的三角体一样，底座是

多个具有本民族认同的单一的民族，各民族自发或

被动的联合，在上一端完成了更高一层次的再一次

集体认同，形成了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具有在地域、语言、文化、意识等方

面都可以作为共同体边界的符号，具有共同体的相

似特征。共同体的相似特征或外在标识影响对主体

的认同感。西方族群理论原生论代表学者赫尔德

( Herder) 和费希特 ( Fichte) 等人认为人类本质上

归属于某种特定的族群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可以由

语言、血缘、地域、宗教等要素构成，这些因素可

以作为族界标识用来决定或者表达自己身份的，也

可以指示或指明群体成员身份，语言是最常见的个

人认同的符号。在长期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中

原民族和边疆少数民族在不断的战争与和平时期的

更替中，进行着不间断的交往交流，逐渐形成了多

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并具有一些共同特征，比如中

国版图的共同地域、共同使用的汉语、以中国传统

文化为象征的文化，在传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共同

的心理素质，这些符号也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

同的内在动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因

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
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56 个民族在共同经历的

非凡奋斗中、在共同缔造的伟大祖国中、在共同孕

育的中华文化下、在共同的现实利益之上、在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结构中、在共同坚守的共同

梦想下，汇聚成了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政治共同

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多个

维度上的共同体的有机统一体。
( 二) 政治共同体: 各民族共同缔造

民族的政治性与文化性的兼具性使其必然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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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文明交往、文明对话的重要主体，中华

民族共同体在国家内部是民族团结进步的载体，在

世界范围内，作为国家层面的民族共同体，也是中

国与世界接轨、与世界各文明交往的重要主体。
“中华民族”是近代中国才出现的新概念，诞生于

20 世纪初的 1902 年，特别是清王朝覆灭之后，内

忧外患的中国逐渐发展起来的兼具政治和文化符号

意义的 一 种 集 体 观 念。中 华 民 族，从 最 初 指 称

“汉族”单一民族到后来指称中华大地内包括汉族

和其 他 少 数 民 族 在 内 的 所 有 民 族 的 总 称，成 为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最具有凝聚力、向心

力、动员力的概念和称呼。随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

问题越发深刻的认识以及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日趋成

熟，这一最初符号性质的中华民族概念逐渐被明确

地确立下来。中国共产党明确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

一律平等，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共同推进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发展。

在这一进程中，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的思想也日渐清晰，中华民族在国内既是由各个

具有不同历史文化的民族组成的复合型民族，在

对外交往上，中华民族又是一个代表中国的整体

性的民族，这种双重含义的中华民族思想的形成

和发展 过 程，体 现 着 民 族 与 国 家 之 间 的 互 动 张

力，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所包含的本民族和

中华民族双重认同来说，又体现着情感和理智的

冲突与融合。中华民族从 “自在”到 “自觉”的

进程，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是内涵及其丰富的

现代民族认同过程，无不体现着某种现代性的政

治韵味，可见，中华民族是一个带有强烈政治意

蕴的概念，既需要用民族视角认清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的格局，也需要用国家视角审视中华民族作

为一个国家形式的民族与其所依托的现代主权国

家一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三) 经济共同体: 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原

则的最终目的，符合社会主义 “共同富裕”本质

的要求，对于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如

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不发展，社会不进

步，就没有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和整个中国的繁荣

昌盛，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

展的经济共同体。这一经济共同体的发展既要考虑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又要考虑中华民族与世界上其

他民族的关系，要以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为出发

点，融合各民族利益，促进民族政策向更有利于中

华民族共同体整体的发展。这就要求，一方面，对

内要推进各民族之间的均等分配利益，维护各民族

和谐平等的民族关系，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以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维护世

界各民族和平与发展的格局。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相

比发达的沿海和东部地区，一直存在着事实上的不

平等，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西部大开发、“一

带一路”建设等战略举措，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

已经获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相对落后的局面依然存

在。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在

民族领域的体现，就是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

部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发展不充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少数民

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
中华 民 族 是 一 个 大 家 庭，一 家 人 都 要 过 上 好 日

子。”①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能不能如期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直接关系新时代我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局。
因此，不管是从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

上看，还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来看，

中华民族都是基于共同现实利益之上的经济共同

体，其中某一个民族的发展与否，都关系着中华民

族整体发展的大局。
( 四) 文化共同体: 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

局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结构之上的共同体，凝聚了浓

郁的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智

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和人类文

明在历史的长久发展中形成的心理归属上、相互理

解上的认同感，体现着对于和平与自由的渴求以及

对未来世界“和合”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

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② 这些论断阐明了中华

文化是包含了 56 个民族文化的集体智慧，中国的

56 个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

中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中华文化。
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形铸了中华民族这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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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在这个共有精神家园中，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是基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渊源，

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是思想精髓，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梦想。具体来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

心要素是民族平等团结，中华文化在当代的集中体

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核

心思想是爱国主义，中华民族梦想的内涵是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些都是基于中华民族

这一民族复合体而体现出的意识、精神等思想层面

上的内容，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基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精神、
中国梦而建立起来共有精神家园的同心圆，各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是这个同心圆的最大圆、最大公约

数，中国梦是这个同心圆的圆心。
( 五) 命运共同体: 各民族荣辱与共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指出: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① 所谓的命运共同体，是在历史之道、
现实之局、未来之势上都共担相同使命、共建相同

事业、共享相同成果，也即是建立在共同的历史渊

源、共同的现实利益和共同的未来愿景之上的荣辱

与共的共同体，体现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的相

统一的特点。在历史进程中，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

民族的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多数时期是在

统一的王朝内，在大一统的观念下几十个民族共处

共生，特别是在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共

处共生而成为多元一体共同体的中华民族，经历了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逐渐由自在

走向自觉，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同缔造伟大

祖国的命运共同体。在现实格局下，中华民族对内

是 56 个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育中华文化、共同

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对外是中

华民族与世界民族交往、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

互鉴的命运共同体。在未来之势上，中华民族承载

着各民族的前途和希望，各民族的命运都和中华民

族的整体命运息息相关，是共圆伟大中国梦、共同

实现伟大复兴的命运共同体。因此，无论是历史之

道、现实之思还是未来之势，不管是在国家内部发

展上，还是国际对外交往上，中华民族无疑都是一

个命运共同体。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方铸牢

( 一) 制度基础: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
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大国，一直在探索正确

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形成了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这一创举性的制度。这一制度是我国的四大

基本民主制度之一，是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结

合、民族因素和地域因素的结合。环顾 20 世纪以

来世界各国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则一直

都处 在 动 态 的 探 索 过 程 中，但 是 大 体 上 都 趋 于

“一体化”“熔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所谓 “一

体化”就是不承认少数民族权利、强调国民待遇

的相同，无差别地对待国家内的所有少数民族，不

承认少数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 所谓 “熔炉”政

策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 “共冶一炉”模式，即通

过强迫性的民族同化政策来实现不区分民族的国民

一体性; 所谓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在上述同化性质

的政策导致的失败后，缘起于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典型的移民国家所采取的承认民族多样性

的政策，但是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也没有在西方

国家发挥稳定的作用，因为其助长了社会分裂的分

离主义效果。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同于苏联曾经的联

邦制、西方的民族自治等制度和 “一体化” “熔

炉”、多元文化主义等政策，它植根于中国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实情，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一

样，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 “和而不同”思想，既

不单纯强调多元主义，又充分在保持中华民族整体

性基础上给予少数民族平等的地位和优待，体现的

不是民族分立，而是民族合作，② 可以说，是世界

上为数不多的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功政策之一，

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化体现的中国

“天下一统” “因俗而治” “和而不同”的传统政

治智慧不谋而合，③ 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

有效的制度保障。在新时代要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发挥这项制度强大的生命力，深刻

理解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一”与 “多”、普遍

性与多样性、国家治理和民族事务治理、保护公民

—9—

第 5 期 代宏丽，敖日格乐: 习近平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多维阐释

①

②

③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5 年版，第 26 页。
王希恩: 《20 世纪的的中国民族问题》，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332 页。
郝时远: 《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 97 页。



权利和尊重民族差异之间的张力，继续发挥这项制

度强大的生命力。
( 二) 物质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少数

民族一个都不能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注重发挥中华

文化的精神纽带这种 “认知表象”作用，更要提

供给共同体成员实实在在的利益，促成中华民族经

济利益共同体形成，既发挥情感性的因素，又发挥

理性的作用，因为利益驱使是人的本能，这对于自

我民族的选择和认同也不例外，当群体成员基于某

种利益的共识达成了民族认同的一致性，反过来会

强化语言、地域、共同历史文化等这些社会结构和

表象作为用以区分民族的边界，以证明这样的划分

是最正确的，民族认同在这样理性和感性的互动中

愈发巩固。
2015 年 1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民委

一份简报上批示，“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

都不能少”① ，后来在多种场合中，习近平总书记

一再强调这一思想。因此，在决胜建成全面小康社

会的攻坚阶段，要着眼于民族地区的特殊困难和问

题，发挥好中央、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三个积极

性，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发挥好共建 “一带一

路”的引领作用: 一是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精

准扶贫力度，注重提升民族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二是推动乡村

振兴与民族地区扶贫相结合，将民族地区的 “绿

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 三是在发展经济的

同时，注重提升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

公共服务能力，将其转变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内

生动力; 四是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继承中创

新、创新中发展，实现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

推动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总之，要把实

现民族地区发展落实到增进人民福祉和促进民族团

结上，推动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进步，不断夯

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 三) 思想基础: “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

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②。既重视物质力量又重视精

神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物质层面的问题主要

靠增强物质力量来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主要靠增

强精神力量来解决。民族工作作为既见物又见人的

工作，精神力量的作用至关重要，社会进步既需要

各民族多元化的发展，也需要统一的精神力量作为

统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力量就是构

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是政治意识上

要加强“五个认同”，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增强文化认同不是要 “去政治化”
的认同，而应该在加强文化认同之前，首先要强调

政治认同，核心就是要增强 “五个认同”，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
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是要在各民族

心中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牢把握民族

团结这一生命线。少数民族具有天然的对民族的归

属意识，要注重协调统一本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在各民族之间牢固树立 “三个离不开”
思想，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和中华民

族的最高利益。
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原生动力是传承和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

强对中华文化同质化的国民教育，同时也需要促进

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进而实现各民族对本

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反过来，还要注

重汲取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涵养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挖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符号或元素，打造少数民族

文化精品。
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精髓是弘扬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人民有信仰、国

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是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升华，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内容

之一。在新时代，要继续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中华民族精神，将最高价值理念融入到生活的点点

滴滴，在对外交往上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华民族

故事，讲好各民族故事，展现中华民族持久魅力。
( 四) 社会基础: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交往和全球化、现代

化进程中，在新时代民族关系表现为各民族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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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日趋紧密，各民族对彼此之间以及对中华民族

的认同感不断增强，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

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深化。但在微观上，受自

然、人文、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或是由于经济条

件的限制，一些国家公共服务和市场经济力量不能

全面覆盖，或是民族偏远地区的自然闭塞，尚有一

些少数民族群众，与其他群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

上的文化、经济、生活、心理上的隔阂。随着现代

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少数民族群体走向城市，这些

自发迁移进城的少数民族人口往往聚族而居，形成

小的新的互帮互助的居住格局，这种聚居形式使他

们更难以融入迁入地社会与当地民众之间，夯实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

题，因此，新时代要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促进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

来”①。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一

是要从多民族聚居区域的民族交往出发，创新乡村

民族地区的治理体系，同时抓好社区在城市民族工

作的重要作用，推动构建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环

境; 二是要推进双语教育，利用新媒体手段创新民

族团结教育的载体，为各民族搭建语言沟通和日常

交往桥梁; 三是要切实保障散杂居和城市地区各民

族的合法权益，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感情，注重从微

观上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某一社区或乡村的区域

共同体，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可靠场域、情

感依托和多元载体。
( 五) 法治基础: “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

彰大会上强调，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提升民族事

务治理现代化水平，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依法治

理民族事务的顶层设计，给我们夯实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法治基础指明了方向。
新时代我们要站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的高度，一是要运用法律手段、运用法

治思维，依法做好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将民族事务

纳入法治轨道，将维护各民族团结、保护各民族合

法权益等纳入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之中，推动民族事

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是要在坚持国家

法制统一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嵌入式立法，稳步做

好各类民族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为民族事务

治理全面提供法律准绳; 三是要坚持用法治思维和

法律武器依法严厉打击“三股势力”，依法坚决反

对影响我国民族团结的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

族主义和狭隘 ( 或地方) 民族主义，依法坚决纠

正和杜绝一切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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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the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the core has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theories on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first is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of the great family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commu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great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econd，it explains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from the multiple angles of the national community，the political community，the economic community，

and the cultural community and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ird，it emphasizes the enhancement of the communal conscious-
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aspects of the institutional basis，the material basis，the ideological basis，the social basis and the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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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9 年 9 月 28 日。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9 年 9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