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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视角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基于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

王俊秀 周迎楠 裴福华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

局”的构想，为国家民族政策提出了一个学术的理路。Gaetner 和 Dovidio 提出的共同内群

体认同模型和费孝通“多元一体”及现在党和国家提出的“共同体意识”的思想不谋而合，

其理论框架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提供借鉴。该理论认为共同内群体的

形成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包括群体间的相互依赖性、群体间的差异性、社会情境、预接

触经验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在良好的制度支

持和社会氛围的基础上，突出不同民族的相似性和共同性、淡化差异性，增加平等的接触机

会，促进跨民族互动与合作。通过构建共同内群体认同促进中华民族认同，突出民族之间

的相互依存关系，使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努力，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引导

各民族人民把自己和其他民族成员视为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知相

似性、信任和理解，减少威胁感，最终带来认知( 积极的想法) 、情绪( 同情和关爱) 和行为

( 合作和帮助) 方面的积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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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我国民

族政策问题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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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1］2019 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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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

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2］。国家高度重视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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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目前国内外的形势

以及国家的发展战略息息相关。如何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成为当下社会科学领域

研究的热点。本文结合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

从社会心理服务建设的视角下探讨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一、民族、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民族有非常明确的

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
56 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3］。56 个民

族中的民族是族群 ( ethnic group) 意义上的民

族，而中华民族则是国族 ( nation) 意义上的民

族。民族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当代西方影

响最大的民族理论是“族群一象征主义”( Ethno
－ symbolism) 和“现代主义”( Modernism) 民族理

论。“现代主义’( Modernism) 民族理论认为，民

族只具有现代性，是拥有自己疆域的活跃在现

代国际舞台的政治共同体，由法律上平等的公

民组成的有主权和相互粘合的共同体，它与现

代国家结合而构成民族一国家。而“族群一象

征主义”( Ethno － symbolism) 民族理论认为，民

族( nation) 的基础是族群( ethnie 或 ethnic com －
munity) ，族群通过起源的各种神话、地域的象

征、记忆、价值观等文化因素延续，根植于悠久

的历史文化之中; 民族不是现代的产物，民族的

存在将是持久的; 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决

定了民族和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历史

作用［4］。
“现代主义”( Modernism) 民族理论虽然强

调了民族是在国家意义上的共同体，但它只强

调民族的现代性，而没有注意到民族起源的历

史悠久性，这是其基于西方社会历史，以法国大

革命作为民族起源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中国

事实。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

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5 － 7］，但作为一个自在的

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

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兼顾了两

种民族理论视角，中华民族是现代性和历史性

的统一。以往学术界讨论“民族意识”着重探讨

“意识”层面包含的意义，而对“民族”则不加限

定，多数人的“民族”基本上是指族群层面的范

畴［7，8］，近年来民族意识的研究减少，相应地，出

现了更多的民族认同研究［9］，在这些研究中有

的虽然讨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等

的关系，但大量的研究是从族群范畴讨论民族

认同，而 对 国 族 范 畴 的 中 华 民 族 认 同 讨 论 较

少［10］。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如

何处理族群范畴的民族意识、民族认同与国族

意义上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关系，

也就是如何强化各民族民众国族意义上的中华

民族意识、中华民族认同。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认同

建国初期的民族识别工作确认了我国共有
56 个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认为包括

汉族在内的 56 个民族是多元，共同构成的中华

民族为一体。随后，国家推行民族区域制度、针
对少数民族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保障了各

民族之间的平等，进而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

社会文化快速发展。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不断

提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的主旋

律。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超越了“现代主义”

民族理论和“族群一象征主义”民族理论，“中华

民族共同体就是一个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有共

同认同的血缘融通、流动交汇的有机体( 自觉的

实体和整体) ，是一个历经五千年风雨锻造而成

的‘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11］。正如同费孝

通描述的，“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

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

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

上”［5］“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

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

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

有你、你 中 有 我，而 又 各 具 个 性 的 多 元 统 一

体”［5］。由多元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不同的

民族成员通过建构统一的国家层面民族 ( na-
tion) 的认同而形成单个的内群体，也即单个的

一体层次民族认同［12］。费孝通在说明“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级序性时，提到作为国家认

同的中华民族相对于社会成员的族群而言，是

高一个层次的认同意识［13］。可以看出，中华民

族共同体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
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基础和前提是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

华民族认同又是形成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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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基础和重要路径。这一过程不同于一般的

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是一个社会心理建设的过

程，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应该是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建设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8
月 24 日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十四五’时期如何适应社会结构、社会关

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深刻变化，实现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

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

盾，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认真研究并作出工作

部署。”［14］而关注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和社

会心理就要依照心理学的规律，社会认同理论，

特别是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对于探索如何铸牢

中华民中共同体意识，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与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

上的社会心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的第五十五章“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下第一节“健全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中明确

提出“健全社会心 理 服 务 体 系 和 危 机 干 预 机

制”［15］。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不仅包括心理

健康服务体系，而且包括社会治理体系，宏观的

层面上，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是探索

与个体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发展途径，通过社会

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探索社会认同和社会凝聚机

制，建设健康社会、幸福社会［16］。近年来国内民

族主义、疆独、藏独势力抬头，对中华民族伟大

事业和社会安全和稳定构成一定威胁，新形势

下必须以新的思路和理念更好地做好民族工

作。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这为今后的民族工作定下了新基

调，为中华民族概念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表达

了在政治统一性和文化多样性背景下寻求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诉求［6］。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社会

稳定和社会治理存在内在的一致性，研究社会

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如何促进社会的安全稳定，

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可以为强化中华民族意识、
增强中华民族认同，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提供有力支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作

为社会治理新的手段，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

通过把个体和社会视角、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
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等方面的整合建构影响社

会发展的心理环境［17］，这一探索可以应用于探

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以下以社

会心理学的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为例来分析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四、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

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 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 是 由 Gaetner 和 Dovidio 提 出

的［18 － 20］，该理论的实践基础是对厌恶种族主义
( aversive racism) 的长期研究，理论基础则是欧

洲的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Gaetner 和
Dovidio 在关于厌恶种族主义的研究中发现，这

种对其他种族和群体( 如白人对黑人群体) 的潜

意识的消极情绪和信念是广泛存在的，而且持

有厌恶种族主义的个体往往自身并没有意识到

这种内隐偏见的存在，相反他们在意识层面上

还会主张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群体。在跨群

体和跨种族的交往中，厌恶种族主义者会不自

觉地心怀不安，害怕在交往中做错事情，因而会

尽量避免跨种族交往。与传统的种族主义相

比，厌恶种族主义的表现更为微妙，歧视和伤害

行为往往发生在社会规范不明确、能够用种族

以外的其他理由对行为进行合理化的情境中，

此时厌恶种族主义者既在实质上表达了歧视和

偏见，又维持了自己没有偏见的自我形象。随

着对 厌 恶 种 族 主 义 研 究 的 深 入，Gaetner 和
Dovidio 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消除这种广泛存在的

内隐偏见，此时欧洲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特别是

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给了他们很大启

示。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认为，人们

通过社会分类，自发地区分自己所属的群体和

与自己无关的群体，即内群体与外群体。在社

会分类和社会认同的过程中，感知到的群体内

的相似性和群体间的差异性被扭曲和放大了，

并产生了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抑。从社会认

同和社会分类的角度去理解，厌恶种族主义是

社会分类的结果，它并非是白人对黑人群体和

其他弱势群体的歧视和敌意，而是白人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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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群体成员的一种偏爱。要消除厌恶种族主

义，可以从改变社会分类开始———使白人群体

把黑人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纳入到包摄范围更

广的共同群体之中，并催生对这种共同内群体

的认同和偏爱，由此提出了共同内群体认同模

型。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认为不同群体之间的

隔阂和偏见是社会分类的结果，通过重新社会

分类，使两个原本分离的群体形成一个包摄水

平更高的上位群体，群体成员的身份从“我们”
( US，内群体) 和“他们”( them，外群体) 转变为

共同的“我们”( we，共同内群体) ，对内群体的

积极情感也可以延伸到新形成的共同内群体，

进而减少以往的负面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改

善群际关系、减少群际冲突和竞争，促进群际帮

助和合作［18 － 22］。
Gaetner 和 Dovidio 用一个模型描述了共同

内群体认同的形成过程及其结果［20］( 图 1) 。共

同内群体认同的形成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包括群际依存性( 合作、互动、共同命运) 、群际

差异性( 感知实体性、相似性、语言表征) 、环境

情境( 平等规范、社会影响、社会地位) 和预接触

经验( 认知启动、情感启动) ，这些因素既可以独

立起作用也可以共同起作用。在平等的社会环

境中突出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减少差

异性，增加预接触经验能够促进共同内群体的

形成。
在前因条件的影响下，人们对群体的表征

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单一群体、两个子群体构成

的一个群体、两个群体及单独的个体。前两种

表征是经过重新社会分类( recategorization) 建构

起共同内群体的结果。重新社会分类后，当原

来分离的两个群体被一个共同内群体所取代

时，就会形成单一的共同内群体; 当原来分离的

两个群体得以保留并建立了一个共同的上位群

体时，就会形成由两个子群体构成的共同内群

体，此时群体成员具有双重身份( dual identity) 。
共同内群体形成以后，人们会将原来的外

群体成员视为共同内群体的一部分，并对他们

产生内群体偏好，这些心理转变包括同情、信

任、谅解和感知相似性增强，威胁感降低，更多

地进行换位思考，在对事物进行归因时选择对

原外群体成员有利的解释，更多地把原外群体

成员纳入到自我概念之中，产生对合作的期待。
这些心理上的转变最终会带来认知、情绪和行

为方面的积极结果。在认知方面，人们会以更

一般化的方式看待原来的外群体及其成员，并

对他们持有积极的看法; 在情绪方面，能够对原

来的外群体成员产生共情，对他们有更多的积

极情感和面部表情; 在行为方面，会增加对原外

群体成员的自我表露，并会进行合作和帮助。

图 1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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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旨在借助包容性力量

改善群际关系，通过融合共同分类纳入到更高

级别的分类水平中，形成共同感和一体意识［21］。
这种建构上位认同的理念和费孝通“多元一体”
及现在党和国家提出的“共同体意识”的思想不

谋而合，其理论框架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路径提供借鉴。该理论认为共同内群

体认同的形成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包括群

体间的相互依赖性、群体间的差异性、社会情

境、预接触经验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在良好的制

度支持和社会氛围的基础上，使各民族民众在

意识上更多认识到民族之间的相似性，淡化差

异性，进而促进各民族民众，特别是多民族聚居

区民众主动、积极、平等的接触、交往、共处的行

为，这样跨民族的互动与合作就是社会普通的

互动和合作行为，各民族民众之间自然就形成

了自然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紧密的合作自

然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通过引导各

民族人民把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成员视为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

知相似性、信任和理解，减少威胁感，最终带来

认知( 积极的想法) 、情绪( 同情和关爱) 和行为
( 合作和帮助) 方面的积极改变。

( 一) 构建共同内群体认同促进中华民族认

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共同内群体认同的角度去理解民族关

系，民族之间现存的一些偏见和隔阂并不一定

是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歧视，而可能是各族人

民对本民族成员的偏爱。另外，很多时候，人们

会在跨民族交往中表现出刻意回避，一个重要

原因是人们害怕在跨民族交往中做错事，使其

他民族成员感受到歧视。无论是对本民族的偏

爱还是对跨民族交往的回避，归根到底，都是受

到了社会分类的影响。人们清楚地感受到了本

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界线，此时“我们”和“他们”
泾渭分明。要降低这种社会分类的影响，一个

有效的路径就是在“我们”和“他们”的基础之上

建构一个共同的“我们”，也就是党和国家提出

的“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

一个口号，而要使之真正深入人心，需要使全国

各族人民深切感受到自己是共同体的一部分，

真正从心理上对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生强烈的认同感。同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并不是要消除各族人民的民族身份，而是

在原民族的基础上建构优先的上位群体。人们

的身份认同是多重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习

惯于以族群范畴的民族作为自己的民族身份，

共同内群体意识的培养可以使各族人民产

生优先的中华民族身份，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归属和认同。另外，还需要转变各族人民

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在跨民族交往中首先想到

的不是各自分属于不同民族，而是属于共同体

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把内群体认同延伸到

其他民族成员之中，对其他民族成员产生内群

体偏好。
( 二) 突出不同民族的相似性和共同性，淡

化差异性

相似性可以促进人际吸引，相似程度较高

的个体之间有更强的吸引力，这被称为相似性

效应( similarity effect) 。研究者区分了实际相似

性( actual similarity ) 和 感 知 相 似 性 ( perceived
similarity) ，前者是指个体在实际上与他人的相

似程度，后者是指个体主观认为的自己与他人

的相似程度，这两种相似性都能够有效促进个

体之间的吸引力［23］。根据共同内群体认同模

型，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越高、差异性越

低，越容易形成共同内群体。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需要突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似性和

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淡化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

性，缩小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不

同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吸引力。突出相似性不

仅要突出感知的相似性，更要突出实际相似性

和共同性，各民族的“多元”构成中华民族丰富、
多元的整体，突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体”主体的

历史、文化传承和价值体系等。
( 三) 提供制度支持，增强跨民族接触和互动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中包含了 Allport 接触

假说( contact hypothesis) 中的情境因素。该假说

认为并非所有的群际接触都能够减少偏见，只

有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群体之间的平等

交流才可能减少偏见，且这种正面影响能够通

过制度支持( 法律、习俗、当地气氛) 得到维持，

并能够促进群体成员发现共同利益与共通人

性［24］3 － 5。这些情境因素同样对铸牢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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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意识具有借鉴意义。为了发挥跨民族接

触对减少偏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

极影响，首先应该努力凝聚民众共识，使全国人

民统一在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为广大人民谋幸福

的社会发展宗旨上，把每个人的目标与社会发

展的目标保持一致，用中华民族共享的价值观

来整合人们的观念，在凝心聚力的社会实践中

进行平等接触和交流，增加民族接触机会，减少

群际偏见和歧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心理学的研究发现，除了真实的接触外，想

象性接触同样可以起到促进民族关系的改善的

作用。想象性接触是指在心理上模拟与外群体

成员进行积极的社会互动，这种心理上的模拟

提供了成功互动的经验，能够有效改善群际态

度、增加群际信任、减少群际偏见［25］。与真实接

触相比，想象性接触更容易实现，比如可以在社

区或学校中组织一些活动，让人们在心理上模

拟与其他民族成员的积极互动。
( 四) 深刻认识各民族间相互依存关系，共

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性( 合作、互动、共同

命运) 是建构共同内群体的重要条件，具有共同

命运的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合作性互动能够有效

促使群体成员把原分离的两个群体视为一个共

同内群体，并把内群体偏好延伸到原外群体成

员之中［26］。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各族人民

具有长期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需要各族人民深刻领会中华民族的共同

命运，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要认识到民

族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仅少数民族要有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汉族也要有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双向的铸牢”［27］是由各民

族相互依存关系决定的。
五、结语

科学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特

质，需以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前提［28］。
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对中

华民族共同体绵延进行阐释，2019 年 10 月 2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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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中华民

族各民族是一荣倶荣、一损倶损的命运共

同体，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

族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可以看作

是一种社会心态的建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

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来培养社会心态的主

张，而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则从社会心理的角

度为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心理学的

机制，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

个视角。尽管共同内群体理论并不能解决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所有理论问题，但社会

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理念应用于民族工作和社会

治理的实践则可以帮助我们探索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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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ging a sense of the Chinese na-
tional community”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
struction of a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in
ethnic regions． The“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proposed by Fei Xiaotong
provided an academic rationale for making the eth-
nic policy of China． “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developed by Samuel L． Gaetner and John
F． Dovidio coincides with Fei Xiaotong’s idea of
“Diversity in Unity”and“a sense of community”
proposed by the party and state．

In this study，we try to explore pathways to
consolidate a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 psycho-
logical service system，based on the common in-
group identity model． In this article the following
pathways are proposed:

i) By forming an inclusive common ingroup，
people will see both themselves and other ethnic
members as ingroup members of the common in-
group，thus enhancing their Chinese national iden-
tity and strengthen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i) Similarity produces attraction:
this is the so-called similarity effect． The more
similar people are，the easier it is to form a com-
mon ingroup． To consolidate awareness of commu-
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it is necessary to en-
hance the similarity amo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reduce the differences，thus fa-
cilitating mutual attraction among them． iii) 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proposes that the

features specified by Allport’s ( 1954) contact hy-
pothesis ( i． e． ，common goal，equal status，sys-
tem support) have a huge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a common ingroup． These features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trying to consoli-
date a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People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China should
share common goals and values，so we can estab-
lish contacts with social equals，and more fre-
quentl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iv ) 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posits that inter-
group interdependence such as cooperation and
common fate can reduce bias by transforming mem-
bers’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memberships
from separate groups into one common ingroup i-
dentity．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Historically，all ethnic groups have
had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s with each other，
which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o
consolidate a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
nity 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all people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no matter Han or eth-
nic minorities， should deeply understand the
shared future and make efforts to forge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forg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onstruction of psychologi-
cal service system; 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