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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为了全面深入地理解这一重

要理念，本文回顾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次论述，并

将其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归纳为: 从“牢固树立”和“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以其为“主线”做好各项工作。提法表述上的变化可反映出这一理念的受重视

程度日益提高、所发挥作用日益突出。在明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重要性的基础上，作者以

“精神力量之魂”“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为框架分析其重要意义: 首先，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源

于古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传统，又与新时代相适应，它作为科学的、先进的社会意识，对民族团

结、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发挥着强大的促进作用; 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目标之一是

维护国家统一，我国自秦汉以来，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均以“大一统”为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在

新发展阶段牢固树立国家认同以实现长治久安仍是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 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

族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均呈正相关的因果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强，各民族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的

水平就越高，共同繁荣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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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来的。2020
年 12 月 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汪洋在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组织召开

的少数民族界主题协商座谈会发表讲话，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

的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1］这一新时代民

族工作的主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时期，对于科学妥善处理民族问题、凝聚 “同

心共筑中国梦”的力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关乎民族地区社会

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大事，也是关乎全面建设现代

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便

十分注重民族工作。1989 年 6 月，他在担任中

共宁德地委书记时曾撰写 《巩固民族大团结的

基础———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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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一文，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鞭辟入里地

分析了搞好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大团结的重要意

义。习近平在该文中指出: “民族问题有相当的

敏感性和复杂性。”［2］87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

将来，民族大团结都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

不可少的保证。”［2］88 他强调: “搞好民族工作是

我们应尽的义务。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

发展经济与文化事业，党和国家一直从各方面扶

持、帮助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不是恩

赐，也不是单方面的帮助。辩证地说，这是一种

互相帮助。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帮

助了汉族; 国家扶持了民族地区，民族地区也支

援了国家建设。”［2］88 这篇文章收录于 1992 年出

版的 《摆脱贫困》一书中。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持续关注民族问题，曾多次到民族地区考

察调研，深入了解民族问题，并曾多次就妥善解

决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发表重要讲话。
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出的一系列

新理念、新思想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理念。
2019 年 10 月，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形成的

《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 ( 以下简称

《意见》 ) 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其中明确指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

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
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究竟该如何铸牢? 各研

究领域的学者们已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笔者认

为，首先，必须认真学习、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不同场合发表的相关讲

话，全面了解这一理念的提出和发展过程; 其

次，必须深入理解和系统阐述其重大意义和应用

价值。本文围绕这两个问题略做探讨，并提出笔

者的看法。

二、理念形成、发展的三个阶段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理念有其形

成和发展的过程。据笔者所见资料，习近平总书

记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

是在 2014 年 5 月。此后，他又先后多次在不同

的场合谈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笔者查阅

了近 7 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讲话，经过梳理

发现这一理念的形成、发展经历了如下三个主要

阶段。
( 一) 树立、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14 年 5 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不仅系统地阐述了中央治理新

疆的大政方针和基本方略，而且首次提出树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 “国家意识” “公民

意识”。对于新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以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在明确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

命线”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在各民族

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要求; 具体描绘了 “各民族要相互

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

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的状态; 并在重申要加强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同时，首次提出 “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

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3］

2014 年 9 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

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了“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要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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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

书记在此次会议上回顾并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65 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以及中国

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并指出: “解决好民

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

问题也要解决好。”［4］本次会议强调在民族工作

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的要求。“建

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无疑是精神文明建设

的战略任务之一，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

其中又是重中之重。
( 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自 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其视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并且用 “铸牢”
的表述取代了此前的“树立”和“培养”。

2017 年 10 月 18 日，党的十九大召开，习

近平在报告中谈到民族和宗教工作时，首次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他指出: “全面贯

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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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5］

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修订了 《中

国共产党章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一理念被写入“总纲”部分——— “积极培养、
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

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实 现 各 民 族 共 同 团 结 奋 斗、共 同 繁 荣

发展。”［6］

2018 年 3 月 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时指出: “要深入践行守望相助理念，深化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卫祖

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7］

2019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内蒙古自治

区考察并指导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他在考察期间再次强调: “全面贯彻党

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践行守望

相助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各族人

民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8］

2019 年 8 月 19 日至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敦煌莫高窟考察调研时同样提到了 “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他要求在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

时，“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文化自信”。［9］

( 三)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

好各项工作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前夕，

2019 年 9 月 27 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上习近平的讲话中先后共五次强调了 “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这一理念得到了新的提

升。首先，习近平总书记点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是 70 年来民族工作的主要经验之一。
他将 “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 “坚

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
“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 “坚持和完

善民 族 区 域 自 治 制 度”等 并 列 提 及，并 指 出

“70 年 的 成 就 值 得 自 豪，70 年 的 经 验 尤 须 铭

记”［10］。其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 “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10］。第三，习近平总书记在

“坚持党的领导，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坚定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中，号召各级干部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各项工

作”，并提出“把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10］。第四，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

要”的是“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

化观、历史观”［10］。第五，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

“把握舆论主动权和主导权”时，强调要 “让互

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10］。
2020 年 5 月，习近平到山西省考察时来到

云冈石窟察看了雕塑、壁画，提出要在历史文物

中挖掘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料，为现实

服务，为民族团结服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服务。他指出: “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

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11］

2020 年 8 月，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

在提出“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要求

的同时，再次强调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12］。
2020 年 9 月，中 央 第 三 次 新 疆 工 作 座 谈

会上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讲 话 中，分 别 有 如 下 四

处提到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一是将

之列为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治 疆 方 略 的 “八 个 坚

持”之一，即 “坚 持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其二是强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今后的民

族团结 工 作 “要 以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为主线”; 其三是强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要

“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新疆干部教

育、青少年教育、社会教育”; 其四是强调要

通过各种形式的思想教育，“让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13］。
综上可见，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历 次 讲 话 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理念有其逐步

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 “牢固树立”和 “积极

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 “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以其为 “主线”做好各

项工作———从提法表述上的变化过程可以清晰地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对 “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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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意义

汪洋 2020 年 12 月 2 日在出席全国政协民宗

委主题协商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要 “把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搞清楚”，应从

理论上和实践上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为此，笔者

以 2019 年印发的《意见》中所指出的 “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
精神力量之魂”为框架，以下分三个部分阐述

其重要意义。
( 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精神力量之

魂”
《意见》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精

神力量之魂”。为什么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精神力量之魂”? 从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来看，

存在决定意识，但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化决

定社会意识的变化。但社会意识并非是静态、被

动的，在许多情况下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都具有

能动作用。科学、先进的社会意识促进社会发

展; 不科学、落后的社会意识则对社会存在产生

阻碍。
社会意识在自身发展中具有历史继承性，主

要有两个来源: 一是反映该时代的社会存在; 二

是古代传统文化中遗传下来的精神文化。社会意

识就是在这两个来源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这一

原理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既要认识到

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从社会实际出发; 又要认

识到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社会存在具有

能动作用。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既源于中国古代优

秀的传统文化和精神，又是与新时代相适应的。
它作为科学的、先进的社会意识，必然会反作用

于社会存在，从而对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

长治久安发挥出巨大的促进作用。
意识和观念是精神力量重要的组成部分，它

们是人的行为活动的内在和关键因素，人类的各

种行为是意识、观念的外化形式。恩格斯指出:

“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

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饥渴引

起的，并且是由于同样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饱足而

停止。”［14］习近平总书记把思想观念比喻为 “总

开关”，他说: “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

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

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

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

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

一尺。”［15］

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生产方式和社会文化

不断发展，物质和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其发展变

迁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是精神力量的不断发展。人

类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精神的力量不断

转化为物质和制度的力量，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

发展发生重大影响。随着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

识越来深入、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科学，人们会

发现更多新的原理或规律，发明更多新的技术，

创造更科学合理的制度，生产更多更好的物质和

精神财富。
精神力量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9 月在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 “推动民族工作要依靠两

种力 量， 一 种 是 物 质 力 量， 一 种 是 精 神 力

量。”［4］2015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基层民

族团结优秀代表时强调: “民族团结重在交心，

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16］2016 年 10 月 21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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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多民族的主权国家都

在不断增强各民族价值观念的同一性或共同性，

不断推动一体化或同质化进程。核心价值体系的

一体化或同质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首先在价值观念层

面进行整合，加强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整

合，强化现代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形成超民

族、超地区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现代化和市场

经济使各民族、各地区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

体，观念和意识的一体化已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

潮流。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体化或同质化有助于最

大限度地团结依靠各族群众，增强中华民族的凝

聚力，共同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 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国家统一之

基”
《意见》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国

家统一之基”。为什么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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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一之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主要目标之一是维护国家统一，实现长治久安。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历经数千多年而保持统一的国

家。中国历史上有众多的民族，虽然有几次形成

南北分治或多地区分治的局面，但最终以大一统

为结局。
中国为什么能够长期保持统一? 这与历史上

中国大多数民族都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思想文化分

不开。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多民族的主权国家

倘若没有共同的国家认同，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就没有保障。我国自秦汉以来，“大一统”思想

始终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无论统治

者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均以 “大一统”作为

理想和奋斗目标。我国之所以能够数千年来保持

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 “大一统”思

想密切相关。
“大一统”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长期

延续至今。中国 “大一统”一词的正式提出，

始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大一统”这一

词汇的概念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含义。秦汉以后

的主要含义是建立一个地域宽广、高度集中、整

齐划一的国家。历史上，这一理念在维护国家统

一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思想

家和政治家看来，只有实现 “大一统”，国家才

能稳定，社会才会和谐，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历史上系统地阐发过 “大一统”的是汉代

大思想家董仲舒。他认为大一统是宇宙间的普遍

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他说: “《春秋》
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8］也

就是说，大一统是天地古今之道，是不可改变

的。已形成 “大一统”的国家，还必须具有适

应这种大一统国家的统一思想。一个国家如果没

有统一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如果没有一种价值

作为共同的核心价值，法令、制度就不能保持一

贯性，就会出现朝令夕改的现象。法令和制度如

果经常变动，人民就会无所适从，就会导致社会

难以和平安定，国家就不可能统一和稳定。
在中国历史上， “大一统”既是汉族的理

念，同时也是少数民族的共同的理念。数千年

来，“大一统”理念根植于中国各民族的心灵深

处，形成了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各民族政

治精英都认识到，只有追求大一统的王朝才有可

能获得各族人民最广泛的认同。国家统一则各族

共享太平，安居乐业; 山河破则生灵涂炭，民不

聊生。在大一统理念的驱动下，历代各族统治者

都以大一统国家为常态，以国家分治或分裂为变

态。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族建立的王朝抑或是少

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均以建立或维护大一统的中

国为主要目标，皆以一统 “天下”为己任，在

分治中谋求统一九州，在统一中谋求长治久安。
可以说，“大一统”思想是古代中华民族的共同

意识。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

的全国性政权，也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

一统的王朝。元朝的创建者忽必烈与历史上历代

王朝统治者一样，以建立 “大一统”国家为主

要目标。1271 年，忽必烈取 《易经》 “大哉乾

元”之意，定国号为 “大元”，次年定都大都。
乌思藏 ( 今西藏中部、西部及其迤西地区) 、朵

甘等地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国的一部分，

西藏地方自此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

下。1279 年，元军彻底消灭南宋流亡政权，结

束了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中国的南北对峙、各民

族政权长期并存的分裂和战乱局面，推动了多民

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清朝是奠定现代中国版图的王朝，是中国历

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中央王朝。
清王朝统治者也把统一全国作为重要目标。清代

康熙二十二年 ( 1683 年) ，康熙派兵攻下台湾，

台 湾 归 入 清 王 朝 版 图。清 代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 1684 年) ，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 ( 台湾府) 三

县，隶属于福建省。清代康熙三十六年 ( 1698
年) 漠北喀尔喀地区纳入清朝版图。乾隆帝在

康熙、雍正两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多民族

国家的统一。1757 年，清政府平定西域的准噶

尔叛乱，并把西域改名为 “新疆”，意为 “故土

新归”。此后，哈萨克大、中、小三个玉兹①和

布鲁特②等部也先后归附清朝。
牢固树立国家认同和国家统一意识，实现长

治久安，是我国新发展阶段民族工作的重心。各

民族干部和群众以及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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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继承和弘扬古代的 “大一统”思想，在新

发展阶段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新的

贡献。
( 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民族团结之

本”
《意见》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民

族团结之本”。为什么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民族团结之本”? 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

来，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把民族团

结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基本目标。
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在实践中是相辅相成

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干部珍视和维

护民族团结，指出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

的生命线”［3］，“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和

基础”［19］。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都

十分注重民族平等，并把民族平等作为民族工

作的基本政策，作为实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的根本。在 “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中， “交融是核心。它不是强制融

合，更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

上包容多样性、增强 共 同 性。”［20］而 加 强 “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方式之一，是推动

建立各 民 族 相 互 嵌 入 式 的 社 会 结 构 和 社 区 环

境，创建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

会环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与民族团

结之间，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当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得以铸牢，其凝聚起的精神力量必将

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

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合力，因此必须整

合各方面的资源，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话语

体系和实践工作体系。
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发展在实践中是相辅相

成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余年来，历

届领导人对此都高度重视。毛泽东在 《论十大

关系》中指出: “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

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21］ 邓小平提出

“共同富裕”的思想主张，并且高度重视帮助少

数民族发展经济。江泽民也十分重视各民族共同

繁荣发展问题，提出: “贯彻执行民族平等、民

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针”。［22］胡锦涛曾

在民族地区工作多年，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十

分熟悉，他指出， “只有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才能具有强大动力。只有各

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才能具

有坚实基础。”［23］习近平在福建省工作期间即已

开始高度重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问题，曾撰

文指出: “有必要深刻地思考关于促进少数民

族共同繁荣、富裕的几个问题，我们的出发点

和归 宿 是 要 巩 固 民 族 大 团 结 的 基 础。”［2］87 在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了共同繁荣发展的 “4 个要”——— “紧扣民

生抓发展”“发挥资源优势”“搞好扶贫开发”
以及 “加强边疆建设”［4］。2021 年 1 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24］同 时 他

还对通过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等工作，

主动解决地区差距以及向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

众倾斜作出了部署要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共同繁荣发展在实践

中是正相关的因果关系。同心协力的局面越是得

以强化，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的水平也

就越高; 反之，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薄弱，民

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得不到保障，共同团结奋斗的

力量难以凝聚，共同繁荣发展的局面也就难以形

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将难以实现。
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

“五个认同”、维护国家统一的基础。只有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局

面才能得到保障; 与此同时，共同繁荣发展的程

度越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在各民族中得以

进一步铸牢。

四、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理念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的，这一理

念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

对这一理念的论述有其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可概括归纳为从树立、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 “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 “精神力量之魂”
“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符合新发展

阶段民族工作的实际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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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中国梦”，既要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也要

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只有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平

衡发展，缩小民族之间与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

促进共同繁荣，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梦。2021 年

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

古代表团审议时，回顾了 “齐心协力建包钢”
“三千孤儿入内蒙古”等历史佳话，并指出 “要

在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维护

各民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

问题上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25］历史

证明，只有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植于各族干部群众

的心灵，才能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

量，从而战胜重重险阻，应对新发展阶段国内外

环境中的变化和挑战，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之际顺利完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各项建设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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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Concept of“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HE Xing-liang
(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88)

［Abstract］“Solidify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PC ethnic theory keeping abreast with the time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and it is the
principal line of the party’s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and deeply understand
this important concept，the author reviewed the“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since it
was proposed in 2014 and the previous discussions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process of its
gradual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changes from“firmly establishing”and
“actively cultivating”its consciousness to the“solidifying”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o the expression of the“principal line”can reflect the gradual enhancement of its importance．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cept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the author explains the significance of build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piritual community with
“spiritual strength”，“national unity” and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unity”: firstly， the common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stems from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pirit of ancient China and
adapts to the new era． As a scientific and advanced social consciousness，it plays a strong role in promoting
national unity，social stability and long－term nat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Secondly，one of the main goals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s to maintain national unity． Unification is
the ideal and goal for both Han and ethnic groups sinc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in China’s long history．
Firmly establish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o achieve long－term peace and stability
remains the top priority of ethnic work． Finally，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ethnic community is positive and
causal related to national unity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the stronger the awareness of the
community，the higher the level of unity and concerted efforts of all ethnic groups，and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ethnic work; ethnic unity; ethnic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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