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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 
王慧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广州校区  山东济宁  510600） 

摘要：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明显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化发展以及拓

展延伸，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促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升华。在全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程度越来越深，能够实现同呼吸、共命运和心连心，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更强，国家

统一的思想基础越来越扎实。本文从深入剖析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及实践意义着手，理性分析具体的实践对策，

以期为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逐步深化及升华提供相应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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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 in the new era 

Wang Hui 

（Guangzhou Campus，People's Police University of China，Jining，Shandong  510600）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have become deeper and deeper，enabling them to share the same breath，share the same future 

and connect their hearts to each other. The national cohesion and centripetal force have become stronger，an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national reunific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olid.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era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

and rational analysis of specific practical countermeasures，in order to promote the gradual deepening and subli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 to provide the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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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我国需要坚持多措

并举，积极整合多维途径，逐步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

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打造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

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更好地跟上时代发展的进

程，主动并对时代挑战及压力，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脱颖而出。 

一、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价值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理论的宏观指导作用不容忽略，在促进民族共同发展的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挥着关键性的理论指导作用。新时代筑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习近

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5 月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

话，提出：“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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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理论创新的现实情

况提出了新时代的民族发展任务，紧密联系理论与实际，在批判性

思维的导向下有效继承以及发展民族关系理论，逐步形成全新的理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有助于完善国家的治理体系，解决了

各种民族问题和社会矛盾，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内容逐步多元化。 

（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族理论，客观强调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体意识的辩证关系，明确

指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培育各领域力量的具体要求，高效解决了

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各种民族问题矛盾。以民族紧密

团结为基础，逐步拉近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打造新型民族一家亲关

系。在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过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理论的基础上，理性分析与科学应用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不断

实现中华民族从自在发展到自觉的联合。虽然受西方敌对势力的影

响，国际形势严峻，我国边疆地区存在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

力、暴力恐怖势力，影响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和人民安全，面临许

多新的挑战，极大影响着党和民族工作。在积极处理多样化民族工

作任务时，民族团结以及民族发展不容忽略。在 2021 年的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中，我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工

作相结合，逐步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内容及形式，主动

建设我国国际话语权，全面实现社会各领域人民的共同繁荣，更好

的实现终极发展目标。各族人民共同体意识的培养最为重要，有助

于顺利完成发展任务及团结任务，逐步提升民族理论的发展高度，

丰富现阶段的民族理论，促进民族团结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拓展和升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主，注重发展群众路线，以维护人民群众的

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中，我国以马克

思主义基本理论为参照，深入分析当前的核心问题，提出了不同的

观点以及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核心，在创

立以及提出该科学思想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化的速度越来

越快，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及多元，推

向了新的高度。在逐步继承以及发展理论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我国

围绕发展路径以及发展目标全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践

的基础上创新理论，真正实现锐意创新和与时俱进，逐步完善科学

理论指导体系。思想内容相对比较复杂，内部组成板块较多，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占据主导。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的过程中，我国所面临的外部竞争越来越大，通过对国情的深入研

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民族工作以及民族主义理论要求。党的

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在 2019 年的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 5 次提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在 2014 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着重指出：

“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

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我国以新思想以及新理论

的有效创新为基础，逐步提升党的民族工作质量及水平，始终坚持

两个 100 年的奋斗目标，全面拓展以及延伸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二、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意义 
（一）有助于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 

首先，在整合国家认同以及民族认同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扮演着“催化剂”和“润滑剂”的角色，对促进国家统一及

民族团结和繁荣有关键的影响。民族是一个特殊的共同体，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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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密切相关。各个民族的民众在地域语言以及经济生活和文化上

存在许多的相似之处，民族团结两点：一点在于民族团结有助于国

家经济发展，二点在于国家统一边疆安全；三点在于民族自身融合

进步，通过对民族认同的分析及研究可以了解民族的精神面貌以及

精神内核。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区别比较明显，

一个民族可以建立一个或多个国家，同时也可以是国家的组成部分。

比如作为我国少数民族的代表，新疆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认

同与国家认同有所区别，只有坚决拥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认同与

国家认同的协调整合，才能够逐步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次，有

助于夯实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作为文明古国，我国一直以来十分

关注国家统一，从先秦到当代，民族统一以及国家统一都是国家的

主旋律。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采取统一政策，积极加强各个民族

之间的联系，中国各个民族共同融入的民族思想对国家和历史的统

一有重要影响。因此只有确保各个民族主动自觉的维护祖国统一，

才符合时代发展的规律。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民族团

结及繁荣的前提和基础。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发展速度较快，中华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愈加丰富及多元，不同

阶段的历史演进特征有所区别，各个民族的文化兼容并蓄、经济和

情感上互相成就和亲近，逐步构成了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之间的

关系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比较相似，只有在统一的集体中积极处理好

民族工作和民族问题，才能够促进国家统一，稳固边疆。 

（二）有助于促进各民族全面发展 

首先，在整合国内民族利益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不容或缺的重要机制。在有效分配民族利益时，民族关系得到了缓

解，只有实现民族利益的科学分配才能够促进民族的共同发展。各

个民族的利益诉求有所不同，导致各种民族冲突时有发生，因此在

促进国家发展壮大时需要以利益整合为基础，逐步形成民族共同发

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树立以及践行是核心和关键，在整合民

族利益的过程中，各民族能够正确理性的看待民族利益，逐步形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保持认知一致、行为一致，全面完善中华民

族共同体，确保各个民族能够遵循同一个价值，满足全体成员的利

益需要，促进各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在全国大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明

确提出，我国需要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筑牢，拉近各民

族之间的关系，实现抱团发展。为了促进差异向整合的有效过渡，

各个民族需要坚持统一的利益载体，在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实现共同

发展。在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关键抓手，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在全面建设国家的过程中将精神文

明与物质文明相结合，实现两者的齐头并进，如果过度依赖与各民

族的共同利益，就难以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对此国家需要注重共

同利益的有效协调，主动为整体经济的稳步建设及发展助力，全面

打造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更好的应对时代挑战及冲击。民族精神

家园的构筑比较复杂，难度系数相对偏高，为了实现终极目标，首

先需要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重对现实需求和具体需求的有

效分析及与研究协调，平衡民族与整体的利益关系，正确看待各种

冲突。当民族利益出现冲突时，如果民族成员能够高度认可当前的

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会始终以民族共同利益为先导，协调处理好共

同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的关系。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深入

人心，实现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及弘扬，在传承的基础上实

现大胆创新和锐意发展。 

（三）有助于快速实现中国梦 

在 2017 年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在 2014 年的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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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

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首先，作为

各族人民的伟大梦想以及共同愿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不容

忽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总书记也反复强调了中国梦的相

关概念，将其与中华民族的伟复兴相结合。通过对中国梦的分析及

研究可以看出这一梦想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的整体利益，代

表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祈愿。因此在全面筑牢新时代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实现速度有所提升，

契合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伟大梦想。其次，有助于实现全面小康，

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我国

部分民族层级群体以及地域实现共同努力、共同发展和互帮互助，

高效解决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上存在的各种问题。新时代背景下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建成小康社会有关键作用，共产党以及各

民族能够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视角，促进发展成果的有效共享，调

动全体中华儿女的参与积极性。让全体民众都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

成果，塑造良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保持极强的发展动力。 

三、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对策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筑牢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习近平总

书记在 2021 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强调，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

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56

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

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修戚、共存亡、

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首先，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政治基础。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最关键，制度优势非常明显。

我国始终坚定和强化党对于民族工作的集中指导。全面贯彻及落实

党的民族政策，深入分析党在民族工作中的优秀传统以及经验，逐

步形成和谐团结以及平等的社会民族局面，打造新型民族一家亲关

系，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能够落实到位。 

其次，发展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结合脱贫攻坚工作具体要求，

真正实现各民族共建共享，协同奋斗、紧密融合、凝心聚力。始终

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以社会现代化为基础，逐步完善、创新扶贫

开发机制，有效整合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资源，发展各地区民

族经济资源优势，实现各地区资源优势互补，从而提升各民族人民

的生活质量发展。 

最后，着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加强中华文化

发展的历史教育，将民族团结进步、红色资源、马克思主义以及三

个主义教育紧密融合，提高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自觉意识、增进 56

个民族团结，自觉维护国家的安全统一。 

结语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筑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备受瞩目，是解决民族关系以及协调处理民

族关系的关键。在打造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注重因势利导、与时俱

进，着眼于人民共同繁荣的基本目标，全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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