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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基于云南省玉溪市、西双版纳州的村寨调查

马丽萍，桂 皎
( 云南民族大学 马列部，云南 昆明 650031)

摘 要: 中国是一个民族构成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稳定的国家认同是国家稳定、巩固和发展的基本条

件。云南省玉溪市、西双版纳州部分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研情况显示，无论是内地少数民族还是边疆少数民族，都对

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党的民族方针政策等比较抽象的层面和民族工作

原则方面显现出有着高度的认同，这种高度的国家认同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但是在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

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在政治认知、政治实践和政治参与方面则表现为共同的被动和贫乏，政治社会化程度还处于较低

状态。目前，中国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在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认同的发展变化中，应不

失时机地强化其认同心理，巩固和提升其国家认同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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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在很大程度上都存在

着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民族认同，并在一定历史时

期形成和保持着对国家的认同。国家认同既是民族

国家的心理基础，也是国家统一稳定的基本条件。
改革开放，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边疆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有了长足发展，少数民族的国家

认同也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以此为基础，不断

增强和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对

于巩固国家统一、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具有重大战

略意义。

一、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凝聚着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感受、生产和

生活方式的社会模式认知、人们的感情表达方式和

思维方式等复杂的因素。与此同时，边疆各少数民

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和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同全国

其他各民族共处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局面。国家之

于国内各民族的意义，周平教授形象地指出: “国

家是一个能够维护各民族利益、能够为共处于其中

的民族群体遮风挡雨的政治屋顶。”①每个民族在发

展进程中，都需要一个“政治屋顶”来保障民族利

益，而国家则相应地承担着维护民族利益的责任。
在这样一个政治屋顶庇护之下，边疆少数民族也就

逐渐形成了对国家的认同。
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其本质是少数民族成员

对自己与国家共同体同一性关系的确认，表现为:

在心理上，具有国家归属感、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

情怀，如宣称 “我是中国人”， “我为自己是中国

人而感到自豪”; 在行动上，能够效忠于国家，服

从国家的需要，维护国家利益。
相对于民族认同的与生俱来、不可选择性而

言，各个民族的国家认同却是可以选择的，尤其

是对于一个国家的非主体民族来说。因为，各个

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是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形成的;

就非主体民族而言，则是在归属这个国家之后逐

渐形成和强化的。因此，对于不同民族的人们来

说，对于 本 民 族 的 认 同 是 与 生 俱 来、不 可 选 择

的，而对于国家的认同却不一定是不可选择的，

它可以被强化，也可以被弱化，甚至产生背离和

对抗。也就是说，国家认同作为民族共同体成员

的心理状态，并非恒定不变。在少数民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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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发 展 变 化 中，如 果 国 家 认 同 下 降 到 一 定 程

度，国家权威就会受到挑战，就会形成国家认同

危机，并有可能危及国家统一。前东欧各国的剧

变、前苏联的解体，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原有民

族共同体不再被各民族所认同，出现了严重的国

家认同危机。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最终使得前

东欧各国、前苏联在世界历史上成为了过去时。
就多民族国家而言，有效地促进各民族稳定的国

家认同，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基础，反之， “社

会将分 散 成 不 同 的 无 法 整 合 的 整 体，无 论 是 宗

教、族群，还是利益集团、地缘组织等，都可能

构成对国家的伤害，其后果将不仅是破坏社会稳

定，甚至可 能 引 发 国 家 内 部 秩 序 的 崩 溃”①。因

而，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国内各民族的国家认同

至关重要。各民族稳定的国家认同是多民族国家统

一和稳定的重要基石，是多民族国家极其重要的社

会资源和政治资源。

二、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现状

云南是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个多民族省份，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状况是怎样

的? 2012 年 2 月课题组对玉溪市峨山县、西双版

纳州景洪市以及勐海县的部分少数民族村寨进行了

座谈、访谈调查。② 从调研的结果来看，在国家认

同上，无论是内地少数民族还是边疆少数民族，都

对国家有着高度的认同。当被问及类似 “是否对

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 “当国家危难时，

每一个中国人不论哪个民族都有责任共赴国难”、
“是否为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而感到骄傲”等

问题时，回答都是高度肯定的。这种高度的国家认

同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党的第一代领导集

体就给予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度的重视，从政

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

展。政治上，为了体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

则，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保障少数民族

能够行使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力; 加强少数民族干部

的培养和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

大规模的长时期的民族识别，以及废除对某些少数

民族带有歧视和侮辱性质的民族称谓和地名，为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奠定了基础，也充分体现了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精神。经济上，派出工作组

和技术人员，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传授耕作技

术，提高粮食产量。与此同时，派出医务人员帮助

少数民族群众防病治病。新中国建立以来，促进民

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

共同繁荣发展，一直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云南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从

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受压迫、受奴役、毫无尊严的状

态，成为社会和自己的主人，过上了有尊严的生

活。至今，不少少数民族群众家里还悬挂着毛泽

东、周恩来、刘少奇以及十大元帅等老一辈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画像。这是一种对国家、对国家政治体

系最直接、最朴实的认同的表达。
位于中缅边境的打洛镇曼山村委会是一个拥有

690 户人家、3000 多人，以布朗族为主，包括傣

族、哈尼族的少数民族寨子。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靠种植橡胶、西瓜、香蕉。由于国际橡胶价格的不

断走高，橡胶经济成为目前西双版纳各民族致富的

最主要的途径之一。曼山村支书岩三柄 ( 布朗族)

给我们作了一个粗略的估计: 全村年收入 100 万元

以上的有 2 － 3 户，一般的人家年收入也在 20 － 30
万元。在交谈中，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发自内心

的自豪。他说: 现在党的政策好，寨子发展了、富

裕了，家家户户盖新房、买小车、外出旅游。在全

村 10 多户涉外婚姻家庭中，全部是上门的和嫁过

来的，并且绝大多数已经加入了中国国籍。他表

示: 我们 还 要 扩 大 发 展，扩 大 跨 国 发 展。对 面

( 指缅甸) 是资本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2009 年

我们已经在对面开展了橡胶、香蕉和西瓜种植，还

要扩大。国家自豪感、民族自豪感溢于言表。
在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党的

民族方针政策的认同上，都有很高或较高的认同

度。当被 问 及 类 似 “是 否 关 心 党 的 全 国 代 表 大

会”、“是否关心每年的 ‘两会’”、 “是否关心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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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凯: 《族群政治》，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01 ～ 102 页。
玉溪市峨山县地处滇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彝族自治县。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62. 8%。全县

下辖五镇三乡。课题组调研了小街兴旺村委会、棚租村委会和岔河乡。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处滇南边疆，与老挝、
缅甸接壤，国境线长 966. 3 公里。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 77. 33%。全州辖一市两县 ( 景洪市、勐海县、勐腊

县) 。课题组调研了景洪市大渡岗乡大荒坝村委会小昆罕村民小组、基诺山基诺族乡巴亚村委会、勐罕镇曼听村委会

以及位于其中的“西双版纳傣族风情园”，勐海县打洛镇曼山村委会。



的民族政策”时，绝大多数村民表示关心; 当被

问及“是否享受到教育、医疗、低保等惠民政策”
时，所有被访者都表示享受到了，而且现在已经实

现了电视村村通，电视已经成为村民了解国家大

事、了解党的民族政策和惠民政策、学习农业技

术、休闲娱乐不可或缺的窗口。调研发现，无论内

地山区、坝区的少数民族还是边境山区、坝区的少

数民族，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对党的领导、党的民

族政策就会表现出强烈支持、拥护的情感，而经济

发展滞后的，支持、拥护的情感程度就相对较弱。
在“西双版纳傣族风情园”经营农家乐的岩

约，是少量几户最早到昆明接受培训经营傣族园农

家乐中的一户。2001 年开始经营，2003 年就盖了

新房。由于经营有道，岩约的农家乐逐渐有了名

气。2006 年，岩约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
节目。岩约的农家乐还有了自己的网页、网址，不

仅可以电话预定，还实现了网上预定。类似的情况

在“傣族风情园”不是少数。对于今天傣家生活

的巨大变化，岩约不无感慨地说: 以前穷，在泰国

的亲朋来了都说怎么这么穷。现在，泰国亲戚来了

都惊叹: 比我们还富了。党的领导好，党的政策好

呀。他还风趣地告诉我们: 2007 年老婆入了党。
他对老婆说: “你先去，我后去，还是跟共产党

好”，2009 年他也入了党。诙谐的语言表达出了对

党和党的民族方针政策的高度认同。
景洪市大渡岗乡大荒坝村委会小昆罕村民小组

是一个只有 20 户人家的布朗族特困村。由于处在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经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村

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茶叶以及南瓜、西瓜、包谷等

短期经济作物，村子里各家各户养猪、养鸡等基本

上是自给自足。村长给乡政府打了报告，希望在全

村发展生猪养殖，未果。据村长估算，各户全年的

收入一般只有 1 万元多一点。在这样的贫困村，村

民们依然积极、乐观。
在对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的认同上，不同地区

则表现出了认同程度的差异。打洛镇曼山村委会的

村民们对村支部、村委会的干部就有着很高的认同

度。支书岩三柄是退伍军人，自 1984 年被任命为

支部书记，首先促使村委会所辖的 11 个村民小组

全部陆续由山区搬迁到公路沿线，① 大大改善了村

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及环境。与此同时，带头开荒

种植橡胶，学习西瓜种植技术，引进香蕉规模种

植。为了让村民体会种植橡胶的好处，他把自己开

荒种植的橡胶无偿送给村民。发展起来后，又开始

着手改变各村各寨的脏、乱、差。现今，村村寨寨

修通了水泥路，家家户户盖起了整洁的猪圈、厕

所，都用上了自来水和太阳能。
在曼山村，村 “两委”对村民实行民主管理，

严格做到村务财务三公开、一事一议。支书 “干

部要清白，从自己做起”的话语给我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村子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开展的有声有

色。全村范围内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包括 “爱党爱

国、遵纪守法、勤劳致富、科技教育”等十项内

容的“十星级文明户”评选; 进行无毒村、无赌

村建设，并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村规民约。最有特色

的就是村村寨寨跳、唱布朗歌舞。2007 年，“布朗

族弹唱”被列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 年

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布朗歌舞不仅

承载着布朗族的自豪，也凝聚着布朗族的人心和精

神。曼山村也成为无毒村、无赌村。
富裕起来后，曼山村 “两委”多次组织村民

自费到香港、澳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

州、杭州、深圳、珠海、昆明等地旅游。村民眼界

大开，感受颇深，观念有了很大变化，村 “两委”
也有了更高的威信、更强的凝聚力。现今的曼山村

已经发展成为了名符其实的 “生产发展、生活宽

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

义新农村。2006 年岩三柄支书作为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代表受到了胡锦涛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在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政治实践意识和

政治参与能力上，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

少数民族却都表现出了很大的相似性。当被问及是

否参加过选举时，很多村民表示参加过。但是当进

一步追问为什么参加选举、参加选举意味着什么

时，绝大多数村民选择沉默，而且自觉参与能力不

够，参与热情不高。这种现象反映出边疆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程度还处于比较低的状态。
综上所述，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在

对国家、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等比较抽象的层面显现出高度认同，在对党的民族

方针政策、民族工作原则方面也表现出高度认同和

认同，在对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上则存在着很大差

—12—

第 1 期 马丽萍，桂 皎: 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基于云南省玉溪市、西双版纳州的村寨调查

① 上世纪 60 年代末，为改善布朗、哈尼等山区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由政府主导动员布朗、哈尼等少数民族由山区搬迁

至坝区。但村民们习惯于山区的生活，对于搬迁一开始很抵触。



异。而在政治认知、政治实践和政治参与方面则表

现为共同的被动和贫乏。

三、巩固和提升边疆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路径

在多民族国家中，各少数民族稳定的国家认同

及其认同的程度，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

稳定。如前所述，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作为一种心

理状态，并非恒定不变。在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发

展变化中，既有可能出现增强的趋势，也有可能出

现弱化甚至背离的倾向。政治的本质是利益的诉求

和实现，人们对一定国家及政治体系的认同，是基

于它能够带来的基本利益。政治体系的活动就是围

绕着利益的整合、协调而展开的。目前，我国少数

民族的国家认同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在边疆民

族地区少数民族的认同的发展变化中，应不失时机

地强 化 其 认 同 心 理，巩 固 和 提 升 其 国 家 认 同 及

水平。
首先，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继续加大对边疆

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着力

解决好事关少数民族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

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民生问题，逐步缩小边疆民族

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缩小边疆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间的发展差距，并通过政策合理调整各方

面的利益关系，逐步强化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利益

依存关系。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状

况是最基础、最根本的认同资源。不同的利益诉

求，首要的是经济利益的诉求，反映的是不同的民

族文化心理。经济的发展，经济利益的诉求是民族

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求。这种要求与经济生活中事

实存在的民族差异紧密相关。经济生活中事实存在

的民族差异则突出表现为与民族分布地理格局相关

的经济发展差距。边疆民族地区大多是山区、半山

区，自然地理环境恶劣，交通落后，经济社会发展

严重滞后。有些少数民族甚至呈现出整体性贫困状

态。民族间经济发展差距成为民族发展差异的特殊

形式。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特别是进入新

世纪以来，中央和各级政府加大了对边疆民族地区

和少数民族的扶持力度，边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

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

期。然而，自然条件、历史因素和发展基础造成的

自身发展能力不足，依然是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

经济社会发展、民生发展的掣肘，边疆民族地区的

发展水平总体上与中东部地区相比依然存在着很大

的差距，即使在相同民族地区的不同少数民族之间

也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距。经济上的差距极易造成

少数民族的心理不平衡，不利于民族团结。与此同

时，对各个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

进行合理调整，强化少数民族对国家利益的依存关

系，应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中民族政策和民族

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结合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实际，建设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

力和凝聚力。一定社会的稳定的政治秩序，只有在

社会形成稳固的政治认同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社会

主导意识形态的广泛认同则促进稳固的政治认同的

形成，而稳固的政治认同则进一步推进高水平的国

家认同的实现和巩固。意识形态具有对社会成员在

政治理想信念、社会价值观等方面进行引领、教化

的功能，是影响和促成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政党

认同和社会价值观认同的观念基础和精神保障。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

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 “引领

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思潮，在尊重差

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保持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

和道德规范，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

结和睦的精神纽带”①。边疆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在尊重民族差异的基础

上，使各民族有归属感、认同感，形成牢固的国家

认同。
在民族性的诸多要素中，文化性是最重要最稳

定的要素。文化性使散居各地的民族依然能保持精

神上的联系和心理上的一体感。民族的认同本质上

就是文化的认同。边疆民族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多

元，形成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多样

性; 同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宗教问

题将长期存在; 各民族经济、文化上的差距也将长

期存在，等等。因此，边疆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必须避免 “一刀切”，必须结合边疆

地区少数民族实际，充分挖掘、弘扬少数民族文化

中的积极因素，真正做到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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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再次，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完善民

族区域自治法，逐步提升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政治

社会化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区域

自治、民族方针政策、民族关系指向、民族工作原

则等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治体系及其运

作。这种民族政治体系对保证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当

家作主，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的深刻

变革和转型，当前民族政治体系无论是体系本身，

还是体 系 的 实 践 运 作 都 表 现 出 了 严 重 的 滞 后 问

题。① 因此，应及时调整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族制

度、民族方针政策、民族工作中存在的不合时宜的

内容、形式，以满足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满足少数民族成员权益诉求的需要。
政治社会化是指社会个体通过接触和学习某种

政治文化，培养政治立场 ( 包括政治信仰、政治

情感和政治态度等) 和政治参与能力的过程。② 边

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政治社会化指少数民族成员学

习、接受和内化政治文化并形成政治个性、政治人

格和牢固的国家观念以及相应的国民意识或公民意

识，从而强化和提升国家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能力

的过程。目前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社会成员所表

现出来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政治实践

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不强，政治行为冷漠，政治热

情不高，被动参与、虚假参与、贿赂参与、替代参

与，等等，是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历史上形成的、
客观上存在的政治社会化水平较低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及巩固和提升，是

在一定的、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实现的。因此，只有

提升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政治社会化水平，增强和

拓展少数民族社会成员的政治实践，才能巩固和提

升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
最后，进一步加大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力度，

不断强化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来自于少

数民族群体的少数民族干部，是党联系少数民族群

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也是党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

的骨干力量。基层党组织则是党在少数民族群众中

最直接的形象代表，其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少数民族群众对党的评价和认同。胡锦涛总

书记在纪念建党 90 周年的重要讲话中，对基层党

组织建设作出了新的定位，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

是: 要把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作为基层党组织的

核心任务和基层干部的基本职责，使基层党组织成

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坚

强战斗堡垒。
当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仍有少数基层党组织

存在软弱涣散，凝聚力、战斗力不强等问题。这些

问题，直接影响着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的充分发挥，影响着党对少数民族群众的

吸引力和凝聚力。因此，进一步加大少数民族干部

的培养力度，不断强化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

设，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对于巩固和

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政治认同，具有

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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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multi － ethnic country with complex ethnic compositions． The stable national identity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is the basic condition for our national stability，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s a study of some minority villages in Yu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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