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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在政治发展中的角色与功能 

——基于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视角的分析 
郭怡玲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  241000） 

摘要：现代国家大多为多民族国家，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在文化和社会背景相异的条件下正确处理国内各民

族之间的关系，塑造共同的民族认同，才能使国家有强大的凝聚力，国家前途才不会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图谋下断送。民族主义在

塑造民族认同，凝聚民族力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影响着民族政策的制订，完善和反馈，是政治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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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国内外学者们

对民族主义的解释，或将它作为一种巨大的理想信念加以重视，或

将它视为工业化时代的伴生物，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使无论哪一流派

都不否认民族主义在促进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民族主义不仅影

响政府政策的制订以及政府过程的实施，而且它在民族国家建设中

更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试图探讨民族主义在基于阿尔蒙德

结构—功能主义中的作用，进而在民族国家建设中去更好地诠释民

族主义，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 

一、民族主义在体系层面的重要作用 

在政治体系中，民主主义所扮演的角色主要体现在塑造民族认

同，凝聚民族力量以及引领民族发展上。 

第一，塑造基于民族认同的政治文化。民族认同的基础是语言，

历史等文化内容，以及在共同地域之下形成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命

运共同体。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

上有限的，同时也是拥有主权的共同体。[1]他对民族的定义运用了

想象这一概念，想象是意识的，同时也是以物质为载体的，是形成

群体认同的一种认知过程。在形成民族主义与国家建设的过程中，

标准语言的推行和印刷媒体一起促进了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的相

互认同。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由于外敌入侵，中华民族的危亡迫在

眉睫，各少数民族为了共同的生存都为抵御外敌入侵贡献出自己的

力量。人们对民族的理解，不再单是血缘上的认同，而是生活在同

一片中华大地上的人被深刻地感受到是同一个国家的同胞，一种内

部团结，一致对外的力量油然兴起，民族的凝聚力量无论是在对外

战争还是对内建设，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促进民族国家的建构。涂尔干在他对法国革命的评论中

写道：“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在全面狂热的影响下，本质上完全

世俗的东西转变为神圣的东西：那就是祖国、自由、理性。一种具

有自己的教条、象征、祭坛和节日的宗教趋于产生”。[2]民族主义情

怀永远是促进国家建设的强大动力，16 世纪意大利著名政治思想家

和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在他的思想中渗透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

并宣称自己爱祖国甚于自己的灵魂，永远献身于自己的政治共同

体，将权力与民族主义意识相联系。民族主义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

它的理想状态就是将主权，以及基于民族认同的象征统一起来，这

样能够使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达到很好的平衡状态。大家都认同我

们虽然是不同的民族，但是在中华民族这个大的象征意义之下的共

同体，并且是以整体民族的形象来塑造这个国家。在拥有五千多年

传统的中华大地上，民族一词是从晚清开始出现的，正是民族主义

的思潮在那些受到压迫的人们中催生了这一具有内在凝聚力的词

汇，而建国七十年与五千年文明古国之间的冲突就在于民族国家整

合中基于民族主义的认同冲突。 

第三，影响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安东尼概括民族主义的核心原

则主要有：（1）世界由不同的民族所组成，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

征、历史和认同；（2）民族是政治权力的唯一源泉；（3）对民族的

忠诚超过其他所有的忠诚；（4）为赢得自由，每个人必须从属于某

个民族；（5）每个民族都需要完全的自决和自治；（6）全球的和平

和正义需要一个各民族自治的世界。[3]民族主义者在争取主权和自

由的过程中，最理想的状态是建立起兼顾各民族利益的国家，保证

国家的统一，这样才是最大限度地捍卫了本国利益和本民族利益。

但民族主义通常也会被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者利用，成为维护其殖

民统治的工具。如在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期间，英国政府在印度

推行的官方民族主义的政策。在这种意识形态笼罩下，民族观念被

异化，这一民族的人奉行着外邦人的社会习俗和价值标准，成了自

己家乡土地上的异乡人。因此民族主义在不同的意识形态操控下会

有截然不同的效果，有的本土民族主义者只宣扬本民族的利益，压

制其他民族的利益。换句话说，民族主义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反对任

何形式的民族压迫，而不是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制造民族压迫，压迫

其他民族的行为是霸权主义行径，这样的行为违背了民族主义的初

衷，是不能获得解放的。 

二、民族主义在过程中的角色和功能 

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被视为热烈的意识形态，它在不同历史

阶段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迸发出来的理性与情感，促使着民族主义

者们为达到共同的目的去一次次地利用这一思想观念催生的力量。 

第一，担负利益表达的功能。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

话语形式，以本土印刷语言为基础，即民族通过阅读本国文字的印

刷品，通过认同的方式彼此成为“印刷共同体”中的一员。[4]民族

所表达的利益主体是宏观抽象的，它代表的并不只是个人利益，而

是所有我们感觉最高尚和无私的东西，由家庭到民族到国家。这是

从另一方面来说，民族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民族的不可或缺性使我

们感受到我们的认同、我们的利益需要、我们的生存都被连接到并

依赖于家庭和民族，这种家庭和民族被冠以“我们的”，事实上，

是基于内心认同的基础上。这使得民族成为情感和意志上想象和认

识的群体。民族主义总是与政治权力相关，当共同体成员的利益受

到侵犯时，民族主义者必定会在高度团结之中承担本民族利益表达

的功能。 

第二，行使利益凝聚的功能。民族主义与其他主流意识形态相

比，具有自身的模糊性和边际性，它只会在遭遇外部刺激的时候突

然显现，例如在民族或国家建构、遭遇外部威胁、对外征服、发生

领土争议时，民族主义才会以不同程度的激烈方式给予回应。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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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聚合的过程中民族共同体成员通过本团体的精英人物来实现成

员共同的利益。民族主义的核心原则是要求每个民族具有完全的自

决和自治权力，但前提是建立在保护本民族免受其他压迫的基础之

上的。一味强调民族自决，甚至在一个完全合法的民族国家鼓动民

族分离，这是不符合民族自决的原则的，对于民族国家的发展也无

疑是有害的。为了民族的延续性和国家的和平，民族主义所承担的

利益凝聚功能必须以最大程度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的方式去实现。 

三、民族主义在政策层面的角色与功能 

民族主义的独特价值使它无论在政治共同体之中还是世界各

个政治共同体中都不能被忽视，因此如何对待民族主义便涉及到政

策层面。既然民族被界定为拥有主权，因此民族主义与民主有着不

可分割的联系。民族主义包括前民族主义时代和后民族主义时代，

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又表现为不同的类型。如世界上

大部分国家都是多民族的共同体，如何处理民族关系就成为维护国

家稳定，更好地建构民族国家的重要议题。而一个国家内部少数民

族的政治参与活动，体现着对国家内部公共政策的反馈。 

第一，影响公共政策的输入与制定 

政策的制定是政府部门实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关键

环节，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需要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才能充分体

现政治统治中的民主性。民族主义的本质在于共同体成员所意识到

的民族性，它与民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民族性引发主权在民

的观念，从而在政治体系中起着民主输入的功能。在政治发展过程

中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通过集中民智来更好地表达民意，从而推

进社会和谐进步。在中国这个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中，

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立足于本国国情，是对建国 70 年来中国

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精神层面的共同体的精确表述，是实践证明的促

进了各民族之间共同发展繁荣的重要举措。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

导下，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原则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享

有国家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各民族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都依

法享有国家事务的参与权和表达权。改革开放以后，根据宪法关于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结合民族区域自治的实际，为了更

好地保证民族区域自治 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保障少数民族合法

权益，使民族关系更加和谐、民族团结更加紧密。[5]实施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各民族不仅可以实现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同时也可以

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这有利于社会主义民族精神的构建，增

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 

第二，体现政策的输出与反馈 

政策输出是将国家大政方针具体贯彻的过程，国家政策体现着

政治参与过程中使各治理主体实现更美好生活的愿望，它涉及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个步骤和环节以及各部分人之间的联系，从而

使政策执行的全过程显现出鲜明的综合性、广泛性、动态性、现实

性、具体性、层次性、灵活性以及执行与决策统一性等特点。这种

行动理论和组织理论在解释、组织和实施的过程要涉及不同群体，

在民族事务的处理上要更有针对性。同时政策的执行是行政机构依

据政策实施管理的过程，受民族意识的影响，合理的民族政策才能

得到大众的认可，也体现了政府合法性的根据。 

四、结语 

由于政治文化在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

识形态，在国际上各种敌对势力的环境下显得越来越突出。如何处

理民族关系，怎样塑造民族认同，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要在继续保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

深刻总结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各

种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

新时代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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