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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世界ꎬ有的国家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ꎬ有的国家却走向衰败ꎮ 对此国内外产生了各种不同

的观点:如战争制造国家论、暴力—资本结合论、民族—民主国家论等ꎬ凡此种种主要是从一种外部客观条件上

认识国家建设的ꎮ 实际上ꎬ国家建设的关键是国家的凝聚力ꎬ尤其是作为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与人民之间的关

系ꎮ 中国古代早有民心向背决定国家生死存亡之警句ꎮ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ꎬ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理念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伦理价值、制度和执政力紧紧地和人民利益结合在一起ꎬ由此而形成的党

心和民心相连铸就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强大凝聚力ꎬ中华民族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ꎮ
〔关键词〕国家建设ꎻ以人民为中心ꎻ人民期盼ꎻ国家凝聚力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２１. ０４. ００１

　 　 ２０２１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ꎮ 在一

个世纪的征程中ꎬ近代中国经历了沧桑巨变ꎬ由
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且积贫积弱的旧中国ꎬ变成

了一个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的新国家ꎮ 百年巨

变何以发生? 原因诸多ꎬ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中国

产生了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中
国共产党ꎮ 正是这一政党将自己的目标和纲领

紧紧地与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ꎬ才赢得了千千

万万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赖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勠力同心ꎬ汇集成了一种强大的建立自己新国家

的力量ꎮ 无论外部敌人如何强大ꎬ不管前进路上

千沟万壑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ꎬ组织起来的人

民以排山倒海之势力压强敌ꎬ高山低头ꎬ河流让

步ꎬ使国家终于可以自立于世界之林ꎮ
中国何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ꎬ人们有不同的

解释ꎬ有学者认为是财富、军队、官僚体制和交通

线路联合作用的结果ꎬ〔１〕 也有的学者认为是“文
明国家” 〔２〕逻辑使然ꎮ 王绍光认为:中国的崛起

在于“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ꎮ〔３〕 姚中

秋认为:中国的发展得自于中国的文明优势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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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的国家及其对民众承担全部责任的政府

的积极有为ꎬ是中国所具有的文明优势之一ꎮ” 〔４〕

凡此种种都从不同方面解释了中国现代国家的

成长和成功ꎬ都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ꎮ 要补充的

是ꎬ一个国家成功的关键还在于人心凝聚状况ꎮ
因为在笔者看来ꎬ财富、军队、官僚体制或人本主

义等等都有着重要价值ꎮ 但资本换不来民心ꎬ脱
缰的资本可以造成贪腐横行、民不聊生ꎻ军队固

然可以攻城夺寨ꎬ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民心士

气ꎻ官僚可以深入基层ꎬ但以力服人并不能够使

人勠力同心ꎻ人本主义固然重要ꎬ但缺乏道德理

想同样难以强国ꎮ
历史的事实证明ꎬ基于资本、官僚或是自发

的“民族国家”构想并不能解决不少发展中国家

出现的一盘散沙的状况ꎮ 而在中国ꎬ随着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立ꎬ结束了“人民五亿不团圆”的

现象ꎬ民众凝结成自觉的人民(民族)ꎬ正在于有

了中国共产党ꎮ 中国共产党汇集民意ꎬ反映民心

所向ꎬ引导和领导人民实现了团结和凝聚ꎬ因而

成为了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ꎮ 人民

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ꎬ逐渐克服了“非我族类ꎬ其
心必异”的局面而结成了中华民族ꎮ 由此ꎬ中华

民族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ꎮ
显然ꎬ在这里ꎬ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初心与人民心

之所向相连ꎬ铸就了建设国家的磅礴力量ꎮ
不可否认ꎬ现代国家绝非是一个虚幻的现

实ꎮ 今天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要想生存和发

展下去ꎬ没有一定的物质实力不仅难以在世界立

身ꎬ而且难以面对国内芸芸众生ꎮ 马克思主义的

一个基本原理就是物质决定意识ꎬ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ꎮ 但同时马克思主义也认识到一定的

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和生产力的发展ꎮ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ꎬ人是生

产力中最为活跃因素ꎬ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ꎬ是
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ꎮ 今天世界

各国的物质财富、军事实力均突飞猛进ꎮ 但也要

看到ꎬ尽管今非昔比ꎬ但为什么有的国家强ꎬ有的

国家弱ꎮ 能够出现巨大的差异其实都与人的创

造力密切相关ꎮ 除了单个人或集团的作用外ꎬ整
个民族的凝聚力对国家的强盛有着极其重要的

影响:人心聚ꎬ国家强、百姓安ꎻ人心散ꎬ国家弱、
百姓危ꎮ 放眼今天的世界ꎬ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

一些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为参与了世界竞争走

向强盛ꎬ而是出现衰败ꎮ 原因在于在一个为利益

和认同而竞争的环境中ꎬ一国领导集团和政党内

部各有所求ꎬ难以凝聚ꎮ 党争、族争、民争常使国

家举步维艰ꎬ难以繁荣ꎮ 即使有了一定的制度ꎬ
但缺乏良好的政党领导和政策执行力ꎬ同样难以

形成各方共同行动的力量ꎮ 即使力主发展ꎬ相信

“发展神话”的国家ꎬ获利的也是那些国际上或

国内的经济大鳄ꎬ民众收获的不过是残羹剩餐ꎮ
社会的两极分化ꎬ离散的人心不可能成就一个强

盛的国家ꎮ
与之不同的是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ꎬ

经过 ７０ 多年的奋斗历程使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ꎬ一个重要的机制就是党心和民心相连ꎬ党以

人民为中心ꎬ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ꎮ 党不断地从

人民所思、所求和所想中获得更新和更好的思想

观念和更大的动力源泉ꎬ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

合作ꎬ并努力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前进ꎮ 党心和

民心相连ꎬ铸就了中华民族昂扬向上的力量ꎬ也
成就了中国国家建设的成功与辉煌ꎮ

一、党的初心与人民的期盼相通铸就了

建设国家的精神力量

　 　 一个国家有良好的物质条件固然重要ꎬ但比

起这一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一国之凝聚力ꎮ 也就

是一国的统治集团或政党真正能够在实现人民

的利益上达成共识ꎬ上下认识相通ꎬ执政党或政

府能够以人民为中心来制定大政方针ꎬ人民能够

认同和支持执政党或政府的政策ꎮ 两种力量相

互支持ꎬ彼此合作ꎬ齐心协力可以无坚不摧ꎮ 中

国自古以来就懂得人心向背事关国家生死存亡

的道理ꎮ 孟子提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５〕 的主张

为历代政治家、文人墨客和百姓所传诵ꎬ成为了

流芳百世的为政箴言ꎮ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ꎬ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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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ꎬ所坚持的“以人民

为中心” 〔６〕 的理念既从中国传统的“重民”思想

汲取了营养ꎬ更以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思想为重要

的理论依据ꎮ 在«共产党宣言»中ꎬ马克思恩格

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ꎬ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ꎮ” 〔７〕 中国共

产党所进行的“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伟大壮举就

是在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理想

下展开的ꎮ
新中国成立前ꎬ中国共产党人就为中华民族

的独立和解放而奋不顾身ꎬ前赴后继ꎬ宣传、组织

和带领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的斗争ꎬ推翻了

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ꎮ 新中国成立以后ꎬ中
国共产党同样坚持了一切依靠人民ꎬ一切为了人

民的宗旨ꎬ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转变ꎮ 党的整个奋斗历程如习近平指

出的:“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ꎬ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ꎮ
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ꎬ始终保持血肉联

系ꎬ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ꎬ正所

谓‘得众则得国ꎬ失众则失国’ꎮ” 〔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

念ꎬ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所有活动的根本出

发点ꎮ 正是党的执政理念与人民的期盼紧紧地

联系在一起ꎬ从而获得了人民的支持ꎬ因而也就

变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和民族力量ꎮ 改革

开放后ꎬ随着现代化进程和经济的发展ꎬ“人民”
这一政治主体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ꎬ但中国共产

党依然不忘自己的初心和使命ꎮ 秉持社会主义

的共同富裕原则ꎬ秉持发展的目的在于造福于人

民ꎬ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的理念ꎮ 更为重要的

是ꎬ这一理念深深地体现在党的政策和党员行为

中ꎮ 每当国家出现危难ꎬ党员总是冲锋在前ꎬ以
身示范ꎬ彰显了人民至上的精神ꎬ他们的行为感

动了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ꎮ 尤其是 ２０２０ 年新冠

疫情爆发时ꎬ危难中处处是党员的身影ꎮ ２０２０
年ꎬ全国累计 ８３２ 个贫困县ꎬ近 １ 亿人口摆脱了

绝对贫困ꎬ等等这些实践ꎬ都深深影响到每一个

中国人ꎮ 人民不仅从党的政策和行为中切身体

会到了党的人民情怀ꎬ而且也从党的实际行动中

感受到了安全感和幸福感ꎮ 因而也使人民更加

真心拥护和支持共产党ꎬ党和人民心心相通ꎬ从
而汇集起了各族人民共建自己美好家园的力量ꎮ

与之不同的是ꎬ为什么今天世界上的不少国

家ꎬ高举人民主权的旗帜而偏离了“人民” 呢?
实际上ꎬ这些国家的政党所考虑的不过是一小部

分人的利益ꎮ 不仅如此ꎬ由于各个政党或集团仅

仅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ꎬ也就造成了整个社会的

分裂ꎬ人民很难凝聚ꎮ

二、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

构成了建设国家的组织力量

　 　 国家建设的重要体现就是它的组织力量ꎮ
在现代化进程中ꎬ谁能组织、善于组织并能够组

织有效是国家成败的关键ꎮ 当代不少发展中国

家出现种种衰败现象ꎬ原因之一就败在“组织”
上ꎮ 在中东的一些国家中ꎬ各路教派、不同部族

之间负势竞争ꎬ政府难以起到领导作用ꎬ呈现出

倒“Ｕ”结构ꎮ 如亨廷顿指出的ꎬ在那里ꎬ政治忠

诚的高峰点有两个:一个是对家庭、部落和部族

的忠诚ꎬ另一个是对文化和宗教的统一体的忠

诚ꎮ 它的最低点是“民族国家”ꎮ〔９〕 在这种背景

下国家难以统一和进行组织ꎮ 在非洲一些国家ꎬ
血族因素是集体归属的基础ꎮ 在这样的氛围中ꎬ
“部族主义”文化绑架了政府ꎬ政府很难发挥对

整个国家的组织作用:要不依靠部族力量统治ꎬ
要不依靠军人政权ꎮ 政治问津的是家族而不是

广大人民ꎬ就是那些表面上实现了“民主转型”
的国家ꎬ也有可能“民”不作“主”ꎬ部族或宗教背

景的政客或军阀主政ꎬ在这样的一种碎片化的社

会中ꎬ各派争权夺利ꎬ谈何协调和组织? 即使对

立的双方经过妥协形成了官方的政策ꎬ执行起来

也是路途漫漫ꎮ
什么是国家?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ꎬ国家

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组织”ꎮ 这一组织按照

一定阶级的意志和要求组织起体系ꎬ构成这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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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各个不同的职能部门相互配合而运转ꎮ 当

代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ꎮ 社会主义制

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ꎮ 中国共产党

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ꎮ〔１０〕 党

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治

国理政和组织国家的基本关系结构ꎮ 其中党是

领导中国各项事业的核心ꎬ党通过深入到社会的

组织体系对国家进行着全面的领导ꎬ就是在最为

偏远的乡村都可以看到支部的存在和组织作用ꎬ
展现出党员带领当地人民进行国家建设的生动

场面ꎮ
在国家层面上ꎬ党领导人大ꎬ但不是代替人

大ꎮ 人大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力管理国家大事的

机构ꎮ 党在领导人大各项事务中ꎬ坚持民主集中

制原则ꎬ在具体的路径上就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的路线ꎮ 即党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ꎬ听
取和反映人民的利益要求和呼声ꎬ在此基础上确

定方向、制定大政方针、进行具体规划和作出组

织部署安排ꎮ 从党的政策到最后国家的规划和

政策制定的过程ꎬ是一个严格的、科学的和民主

的决策过程ꎮ 经过人大产生和确立的各项大政

方针ꎬ每个环节都是集思广益的结果ꎬ都通过去

粗取精、去伪存真ꎬ更加准确和科学地反映人民

的意愿和要求ꎬ并将其写入到国家规划中去ꎮ 经

过党中央和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规划也就成为

了党的组织和各级政府的行动纲领ꎬ同时也在党

的领导和人大监督下变成了各级政府和广大人

民群众的实践行动ꎮ
就党和政府的关系而言ꎬ同样是党领导着政

府的工作ꎮ 党在政治方向上领导和影响着政府ꎬ
防止政府脱离人民ꎬ脱离人大监督和脱离党的领

导ꎬ归根到底就是要使政府真正做到全面地落实

党提出的各项方针和政策ꎬ准确地使人大确定的

各项规划落实到位ꎮ 政策落实使人民群众的利

益得到保证ꎬ人民群众反映出来的问题得到解

决ꎮ 正如有人大代表所说的ꎬ“在党的领导下ꎬ人
民的期盼被写进一个个五年规划(计划)ꎬ党同

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ꎬ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和使命ꎬ彰显了中国制度和中国之治的独特魅

力ꎮ” 〔１１〕

在当代中国ꎬ人民政协不是权力组织ꎬ但它

同样是党与不同界别代表进行协商对话的平台ꎮ
人民政协中的不同代表通过他们所联系的群体ꎬ
广泛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ꎬ以便党更加

准确和全面地了解人民的呼声ꎮ 根据中国的特

点ꎬ中国也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ꎮ 在民族地

方建立了适合于民族文化特点的地方人大和政

府权力组织ꎮ 不仅保证了各个民族对国家政治

生活的参与ꎬ也使民族地方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当

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中来ꎮ 除此之外ꎬ党
还通过工会、妇联和共青团广泛地听取不同群体

的意见ꎮ
显然ꎬ上述种种制度的建立都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之间广泛的联系ꎮ 通

过各种实实在在的党和人民的对话和协商ꎬ使党

的构想和人民的期盼处在不断的沟通之中ꎬ通过

常态性的沟通ꎬ党也在不断的回应中更新着治理

理念ꎬ制定出更适应于人民利益要求的政策ꎮ 人

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ꎬ将自己的

呼声和利益要求反映给党ꎬ通过共产党的政治和

组织上的保证ꎬ使政府能够为人民办实事ꎬ从而

保证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得到实现ꎮ 通过治理

吸纳民主ꎬ民主促进治理和法治建设ꎬ通过法治

保障使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结合起来ꎬ做到党的

领导有方ꎬ人民民主有效ꎬ避免了不少国家出现

的民主“扯皮”现象ꎮ 正是党的领导、人民民主

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ꎬ使得各族人民团结在

了党的周围ꎬ按照一定的理想、目标组织起来ꎬ实
现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局面ꎬ保证了国

家不断走向繁荣富强ꎮ

三、党的先进性与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结合

汇集成了建设国家的实践力量

　 　 在强手如云的国际社会中ꎬ一个国家要在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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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取得优势ꎬ就要不断地保持奋发向上的昂扬

斗志ꎮ 然而ꎬ在现实中ꎬ一些国家要不停滞不前ꎬ
要不内部争斗不休ꎬ要不身陷“贫困陷阱”ꎬ难以

自拔ꎮ 自 １５ 世纪新大陆的发现ꎬ世界掀开近代

历史一页时ꎬ处在明晚期的中国虽然为世界强

国ꎬ但由于地处亚洲大陆东边ꎬ对世界的变化了

解甚少ꎬ没有认识到此时的西方世界已经进入新

的变革时代ꎮ 由于对外部世界的孤陋寡闻ꎬ中国

依然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过着“田园诗般的生

活”ꎬ但衰弱之势已现ꎮ 此时ꎬ西方国家开始了对

外的征服和对世界市场的寻求ꎬ最终衰落的清王

朝不敌洋人枪炮ꎬ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国家ꎮ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ꎬ建立了 “民

国”ꎬ但依然不能改变中国受外部欺凌的悲惨状

况ꎮ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ꎬ中国的面貌发生了

深刻变化ꎮ 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族儿女艰

苦卓绝的斗争ꎬ中国终于站立了起来ꎬ中国的民

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在一起ꎮ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ꎬ同

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ꎬ一个重要的

标志就是无论在任何艰难条件下ꎬ为了民族和人

民的利益ꎬ都勇于担当ꎬ敢于奋斗ꎬ不怕牺牲ꎬ践
行着党的奋斗目标ꎬ率先垂范ꎬ影响着周围的群

众ꎮ 同时也正是通过基层党的组织和千千万万

的党员深入民众之中ꎬ通过自己的先锋带头作用

把人民群众团结在了自己的周围ꎬ在共同的奋斗

中ꎬ民众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ꎬ从而使人民群

众深深感到只有在党的领导下ꎬ人民才有希望ꎮ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ꎬ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ꎬ党员都冲锋在前ꎬ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保

卫着人民ꎬ影响着人民ꎬ带动起了千千万万民众

加入其中ꎮ 可以说ꎬ中华民族正是有了这样一个

先锋队才变成了一个民族整体ꎬ才能够实现从站

起来到今天的强起来ꎮ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各个时期中ꎬ中国

共产党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ꎮ 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ꎬ中国共产党就在红色根

据地进行了土地革命和后来的土地改革运动ꎬ这

些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农村的封建地主阶级ꎬ解构

了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ꎬ调动了千千万万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ꎬ同时也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大量的人

力和物质支持ꎮ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近 ３０ 年中ꎬ

中国共产党同样忠实地践行了为人民谋福利的

初心和使命ꎬ运用国家权力维护了社会稳定ꎬ推
动了平等发展ꎮ 主要体现在:１. 打击了影响正常

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流氓、盗匪、兵痞等ꎬ社会犯

罪率大幅度降低ꎮ 可以说与当时的发达国家美

国和英国相比 “不是低了一点ꎬ而是低了很

多”ꎮ〔１２〕２. 铲除了存在于社会中的各种“分利集

团”ꎬ农村中的地主、城市中大量的奸商和不法资

本家得到了彻底的改造ꎮ 告别了封建土地剥削

制度ꎬ解决了社会中的两极分化ꎬ维护了社会的

平等ꎮ ３. 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ꎬ死
亡率下降ꎬ大批人接受了“基础教育”ꎮ 印度学

者在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前 ３０ 年的状况时指出:
“改革前中国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会变化

方面的成就ꎬ对改革后的成绩做出了巨大的积极

贡献ꎬ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他相关

成就ꎬ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展提供了坚定

支持ꎮ” 〔１３〕正是在解放后的 ３０ 年社会主义建设

进程中ꎬ人民群众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ꎬ而且

也正是实实在在的“解放”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

响应党的号召ꎬ创造了一系列伟大壮举ꎮ
改革开放以后ꎬ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转移ꎮ 以农村的变化而

言ꎬ改革开放前ꎬ中国还是穷国ꎮ １９７８ 年ꎬ全国

７. ９ 亿农村居民中有 ２. ５ 亿生活在贫困线(人均

年收入 １００ 元) 以下ꎬ相当于当时农村人口的

３０. ７％ ꎮ〔１４〕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不要资本主

义ꎬ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ꎬ我们要发达

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ꎮ” 〔１５〕

既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ꎬ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

是发展生产力ꎬ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ꎬ使人

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ꎮ 改革开放以后ꎬ中国共产

党的这一理念在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体现出来ꎬ
—９—

党心与民心相连:国家凝聚力之源泉



每个规划都少不了解决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

突出问题ꎬ从不同群体、社会各级能够达成共识

的环节做起ꎮ 通过这些不同时期的规划ꎬ与百姓

得到实惠的过程相协同ꎬ实现长远利益的举措和

维护当前利益的做法相衔接ꎮ 也就是通过这些

相互衔接的规划ꎬ“让党同人民群众情连得更深、
心贴得更近ꎮ” 〔１６〕 尤其重要的是ꎬ正是在改革开

放 ４０ 年成果的基础上ꎬ中国共产党在艰难的疫

情时刻ꎬ依然毫不动摇地落实了党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提出的到 ２０２０ 年底贫困地区全部脱贫

的计划ꎮ 在这一伟大壮举实现的过程中ꎬ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乡村振兴

战略ꎮ 这些计划和战略不仅极大地调动起了亿

万人民的积极性ꎬ而且也使人民群众更加真心地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ꎮ〔１７〕

中国共产党也是先进文化的代表ꎮ 文化是

一个国家之根ꎬ是一个民族凝聚起来的共同的思

想和心理纽带ꎮ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ꎬ各个民族有

自己的文化和语言ꎬ不同民族在长期交往过程

中ꎬ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ꎮ 而能够把多元的不同

族体结合成“中华民族”的最为伟大的思想和文

化力量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ꎮ 这种文化一方

面赓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的思

想ꎬ同时更重要的是ꎬ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是中

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创立起来的ꎮ
它来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ꎬ同时也深刻反映

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一种共识ꎬ即唯有社会主

义才能克服民众中存在的家族、地方认同ꎬ通过

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富裕把各个民族联系起来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ꎮ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

来坚持的主张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和希望ꎬ正是在

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影响

下ꎬ各个民族才联结成了一体ꎬ从而形成了团结

起来的中国人民ꎮ
当代中国处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之中ꎬ各种文

化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民整体的发展ꎮ 尤

其是西方的某些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渗透ꎬ试图改

变民众的思想认同ꎬ破坏人民的团结ꎮ 但中国共

产党始终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ꎬ始终把社会主

义文化作为将人民结合起来的最重要力量ꎮ 通

过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民众ꎬ克
服各种消极的思想影响ꎬ鼓舞人民奋发向上的精

神ꎬ增进人民的团结ꎮ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ꎬ构成了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中的核心内容ꎮ 这

些思想和理论来源于人民的实践ꎬ深刻反映了人

民的呼声ꎬ回应了人民的期盼ꎬ因而也就很容易

转变为广大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实践力量ꎮ 听

党话、跟党走ꎬ这种思想在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时期

和自然灾害面前人民的团结中得到了证实ꎮ
党的先进性中表现出来的人民性使党和人

民结合在一起ꎬ构成了当代中国不断繁荣富强的

重要力量ꎮ 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

巨大的成就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的先进性和

人民的广泛性参与结合ꎮ 党通过先进文化的引

领ꎬ不断地培育着人民的共同心理和文化意识ꎬ
处在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和民众在这种先进文化

的引领下ꎬ不断地超越群体的自我认同而结合成

一个民族———中华民族ꎬ人民由于有了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而团结向上ꎮ

四、结　 论

国家建设是当代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

大问题ꎬ但在这些国家中ꎬ有的国家建设较为平

稳ꎬ取得了一定的成效ꎻ有的国家只能空有国家

外壳ꎬ而国家建设成效甚微ꎬ甚至出现衰败ꎮ 原

因是多方面的ꎬ其中之一就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基

础不牢ꎮ 某些发达国家的国家建设也难说“成
功”ꎮ 资本的膨胀带来少数经济大鳄的霸权统

治ꎬ要不为争“自由”而彼此攻讦ꎬ要不因为种族

歧视和排挤带来族际间紧张ꎬ凡此种种都表明ꎬ
在一个缺乏凝聚力的国家是难以实现可持续发

展ꎬ走向繁荣富强的ꎮ 近些年来ꎬ一些学者曾试

图通过强化民族国家的方式来获得国家凝聚力ꎮ
但并非冠之以“民族国家”就能获得凝聚力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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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ꎬ也并非采用了“公民国家”就真正地实现了

公民和国家之间的有效衔接ꎮ 因为公民是各种

利益和认同影响下的人ꎮ 国家的凝聚力来源于

执政的领导和政党与全体人民之间理念和心理

上的相互依赖ꎬ中国的国家建设能够取得巨大的

成就ꎬ其要旨正在于此:获得了执政地位的中国

共产党心系人民ꎬ人民的智慧是改革的力量源

泉ꎬ因而得到了人民的认同和支持ꎬ党也就获得

了领导力ꎮ 而人民由于有了自己的政党而团结

凝聚ꎬ形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整体ꎬ党心民心相

连相通ꎬ国家建设才有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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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政基础稳固ꎬ韧性源于民众的广泛支持ꎮ 根据这份调查报

告ꎬ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满意率比过去几十年任何时候都高ꎬ普
遍认为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效率超过以往任何时候ꎬ事实上

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满意度超过了 ９３％ ꎮ 参见 Ｅｄｗａｒｄ Ｃｕｎｎｉｎ￣
ｇｈａｍꎬＴｏｎｙ Ｓａｉｃｈꎬ Ｊｅｓｓｉｅ Ｔｕｒｉｅｌꎬ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ＣＰ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ｉｍｅ”ꎬＡｓ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ꎬｐ. ３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华春莹在反击美国

国务卿蓬佩奥的荒谬言论时ꎬ提到了这份调查报告ꎮ 参见«哈佛

大学报告:理解中共韧性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对政府满意

度超过 ９０％ »ꎬ«北京周报»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ꎬ搜狐网ꎬｈｔｔｐｓ: / /
ｍ.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４０７４０７２６０＿１００１１６５６９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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