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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心理认同对社会稳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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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永久 
 
 
      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心理过程。民族心理认同是民族成员表现在民族意识上的自觉认同，是该

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对本民族归属和感情依附的稳定的心理特征。民族心理认同对社会稳定

的协调和有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里，笔者将着重探讨民族心理认同在民族社会稳定中的

预警、整合、调控和社会保障作用。 

 
      社会预警作用  民族心理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一致性。积淀深厚的民族心理认同意识往往与

国家认同结合在一起，表现出3方面的特征：一是对本民族及祖国的强烈情感，二是对国家政策、

国家法律、法规的公正的强烈需求，三是对本民族自身利益的关切。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依赖，

同时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民族社会的强大精神力量，这股精神力量能够对民族社会稳定的协调

和有序起到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社会转型期，由于民族社会结构的调整，民族社会分化的加剧，出现了许多阻碍社会稳定

的心理矛盾因素，如社会焦虑、人际关系冷漠、社会误解和偏见、价值观念的紊乱、越轨行为

等，这些因素都带来了民族地区社会成员的心理矛盾，以不满、牢骚和过激言论等形式表现出来

的心理矛盾现象，影响到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团结，导致民族地区群体和个体之间的隔阂，有

时甚至是民族间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构建民族社会稳定的预警系统就显得十分必要。 

 
      从民族地区社会预警系统指标体系来思考，在警兆指标中，诸如“不满情绪”、“心理焦

虑”、“贬低其他民族文化”和“激进言论”都属于民族心理预警指标范畴。消除这些方面出现

的警兆，可以通过社会沟通的办法来解决。社会沟通主要是通过语言沟通来完成。人们不仅交换

观念、思想、知识、兴趣、情绪等信息，而且还交换相互作用的个体的全部社会行动。通过语言

沟通对民族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做定期、定时和定点的跟踪调查研究，能够提前预见、监测、防

范和缓解民族冲突、对立和矛盾，减轻民族地区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压力，对民族地区

社会稳定真正起到预警作用。 

 
      社会整合作用  社会转型期，民族地区社会的领域分化、区域分化、阶层分化、组织分化、

利益分化和观念分化给各民族群体和个体的心理承受力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特别是思想观念的变

化、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利益思维重新调整，都使各民族群体和个体的社会心态变得十分复杂。 



 
      在一些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结构不均衡的现实、国家的整体构建和该地区民族个性发展之间

的矛盾及差异的存在，都使民族地区社会中部分成员的社会心理承受力受到强烈撞击。在特定时

期，受利益获取的驱动，个别社会成员中一些与社会主流意识不相吻合的价值观念逐渐产生并形

成一股合力，当他们与其他民族个体或群体发生接触和交流的时候，往往总是从民族政策、民族

利益等角度来观察并比较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待遇、差异，久而久之，矛盾和磨擦随时随地会爆

发，有时就会发生民族冲突。民族冲突会导致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系统的调整，甚至会出现民族心

理认同危机，这时必须通过民族心理认同等方式进行民族地区的社会整合。通过民族心理认同进

行社会整合的途径有许多方式，其中文化整合、政策整合和利益整合是比较重要的几种形式。 

 
      社会调控作用  就一个民族社区来说，稳定是该社区群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保证。民族

社区内部的冲突往往表现在民族文化差异（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宗教教派、价值观念） 引起的

冲突、民族权益分配（政治权益分配、经济权益分配） 引起的冲突和结构性不均衡（地理位置、

土地、草场、矿藏）引起的矛盾等方面。这些都可以称之为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 

 
      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往往会导致该地区不稳定现象的发生，抑制不稳定现象，可以通过民族

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对社会运行中出现的各种越轨行为和偏离行为进行调

控的研究，来探讨民族心理认同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在理论上往往使用“非正式控制”、“软控

制”和“内在控制”来称呼心理认同方面的调控。心理的调控包括方式和内容两方面：从调控的

方式来说，运用民族心理的沟通与宣泄机制来进行协调；从调控的内容来说，主要是对越轨行为

和偏离行为进行校正。 

 
      在民族地区，各民族成员往往是通过“差序”和“隶属”两种社会潜结构来内聚的。民族成

员的“差序”格局主要是一种横向的民族个体和群体关系，人际互动并不是对所有对象都一视同

仁，而是按照语言、宗教、地缘和情感等因素分出亲疏远近关系。“隶属”是纵向的民族个体和

群体关系，即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环环相扣的垂直权力结构。从“差序”和“隶属”的

潜结构角度来探讨民族心理在民族社会稳定中的作用，意义十分突出。这种研究不仅可以了解民

族成员个体交往中的心理认同方式、民族群体内聚力的心理机制构建、以及民族群体的心理气

氛，即行为、情感、观念和规范对民族社会成员的影响等，而且可以探讨少数民族的集群行为和

宗教感情。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采取个体或群体的沟通方式，来预测民族心理认同的近期动态，

以实现心理调控的目标。由于社会舆论在集群行为中往往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在沟通过程

中，应及时调控社会舆论传播的途径，将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各种行为和各种信息加以调控，将有

利于社会稳定的各种倾向性和综合性的观点和意见，通过社会舆论的方式扩散出去。 

 
      社会保障作用  社会转型期，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会发生冲突，反映在利益的再分

配上，往往表现为对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关注。由于民族地区社会资源的分配受到诸多因素的影

响，分配机制并不健全，往往使一些民族群体和个体感觉到社会的不公和利益的相对受损。这样

就产生不稳定和不安全的社会心理，久而久之，会产生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这时应该建立相应的

社会保障体系，以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地区社会成员利益受损的心理调适主要通过以

下几种方法来进行：利益调节法、利益再分法、利益倾斜法、利益让度法、利益分割法。 

 
      民族利益的相对受损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实际上就是指社会运行局部出现了一定的危机状



态。伴随着社会改革进程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各民族重视本民族当家做主的政治权

利；渴望发展民族经济、文化建设事业；要求在民族工作中注意民族特点与民族形式；希望本民

族历史受到尊重，得到正确的反映和对待，发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这些渴望是民族心理认同的

主要内容。如果没有及时实现这些认同或者破坏这些认同，那么就会产生危机。在一段时期内，

民族社会成员心理认同的稳定对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是相当突出的，通过稳定的心理认同，

可以消除危机。社会保障也是社会保持稳定的预警系统的内容之一。 

 
      弱势群体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中的又一突出社会问题。弱势群体一般表现出贫困性、低层次

性和脆弱性等3个特征。社会弱势群体的心理波动较大，会对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构建起到阻碍的

作用，甚至会造成社会危害。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心理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利于对少数民族地区

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而且有利于社会稳定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少数民族利益的保障也是对弱势群体的保障，需要通过国家的力量和民间的力量共同维护。

具体来说，从经济上摆脱困境，从文化教育上寻找出路，从政治权利上追求平等，从社会交往上

寻找机会，真正使社会弱势群体从心理上对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及本民族的切身利益有强烈的认

同，切实维护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体和个体的利益，只有做好这些工作才能维护好民族关系和民

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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