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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与价值自信

罗建文,李摇 博淤

(湖南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201)

[摘摇 要] 摇 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要想获得社会成员的衷心拥护和积极支持,就必须获得社会成员的最广泛的政治认同,
否则就不能在人民心中铸就这个政治体系的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政治体系要想获得广大人

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就必须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的政治认同和积极参与。 因此,巩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认同,争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泛认同和全面支持,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自信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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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包括政治主体的理想信

念、价值目标、政治决策、方针政策、政治文化、政治

实践和治理行为等,要想获得全社会成员的衷心拥

护和积极支持,就必须获得社会成员的最广泛的政

治认同,否则,政治主体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意志就会

像水上浮萍和过眼云烟一样,不可能在社会成员中

生根发芽,不可能获得社会成员的全力支持和积极

参与,更不可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政治体系要想获得广

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并成为人民群众自觉践

行的政治信仰和社会实践行为,就必须获得社会成

员的广泛的政治认同和积极参与。

一摇 政治认同是价值自信的基础

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与社会政治体系之间关系

的反映,属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利益认同、价值

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综合体现,但是又有别于一般的

社会认同,是一定的政治价值自觉与政治价值自信

的基础和前提。 所谓政治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

成员在一定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中,基于对特定

政治主体或特定政治制度或特定政治理想所产生的

认知上、情感上和意识上的认同态度和归属情怀,具
体体现在社会成员对某个政党的认同、国家体制的

认同、政治思想和政治信仰的认同、政治目标的认

同、政治政策和政治治理的认同等等[1]。 从根本上

说,政治认同就是社会成员政治态度和政治观念的

心理归属,是政治体系最为基础的政治心理概念范

畴,是社会政治体系政治合法性与政治稳定性的情

感前提与社会基础。 美国政治学家罗森堡姆认为:
“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

(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

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

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
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冶 [2]。 政治认同作为社

会成员对政治主体特定的政治主张、政治行为和政

治实践的情感认同和意志倾向,是社会政治体系中

主体政治价值理念在政治实践中的反映和体现,是
维护其政治治理和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是政治体

系实践和政治主体运作的绩效反映。 政治认同是任

何政治主体实施自己政治意图、团结广泛的政治力

量的必要的社会基础,广泛的政治认同是政治体系

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必备条件,也是政治合法性的必

然结果或充分体现。 特定政治主体的政治体系其社

会意义与存在价值归根到底是通过主体的政治主张

和价值目标在政治实践中获得社会成员广泛的政治

认同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没有社会成员对你的政治

体系的广泛支持和衷心拥护,你的政治价值和社会

意义就不可能得到认同,你的社会基础也就不复



存在。
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状况也是政治主体政治实

践能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客观标志之一,是维系政治

权力、巩固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是实现政治主体价

值目标的必备政治条件。 政治认同对政治主体的政

治实践与社会治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社会成员

的政治认同状态与当时的政治实践和社会治理的过

程和效能具有正相关性联系,社会成员对政治主体

的政治体系政治认同的一致性越高、倾向性程度越

强、认同的范围越广,那么政治主体的政治实践和社

会治理的基础就越厚实、政治绩效就越明显,主体的

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就越能获得社会成员的广泛支

持和拥护;相反,政治实践和社会治理的认知基础也

就越脆弱,政治实践过程的困难就越大,政治绩效和

治理质量就越不理想。 同时,政治主体政治实践和

社会治理的绩效与社会成员所形成的新的周期的政

治认同也具有正向相关性联系,政治实践和社会治

理的绩效越明显,则越容易得到社会成员广泛而稳

固的政治认同;相反,如果政治主体的政治实践没有

什么政治绩效、社会治理效果也很不理想则不可能

形成应有的政治认同和社会心理的情感倾向,主体

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就难以获得社会成员的广泛

支持和拥护,从而也很难得到深入的贯彻和全面的

执行。
在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中,对政治体系的认同

主要反映在社会成员对政治主体政治价值观念的倾

向性和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上。 对政治主体政治

价值观念的倾向性是对政治体系中政治信念、政治

信仰和政治价值目标的追求的认同与一致,这是对

政治体系政治认同的最高层次,也是最为核心和最

深层面的认同形态;如果一个政治组织的价值信仰

不被其社会基础阶层和政治同盟理解和认同,就不

可能形成社会成员对他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的理

解和认同,就更不可能有对政治体系的广泛支持和

衷心拥护。 在对政治体系中阶层利益的认同上,不
同阶层人群的利益需求程度、利益层次、利益形式、
权利范围是不同的,因而其利益认同也是有区别的。
一般说来,如果在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一

致的情况下,社会成员对这种利益的认同就越稳固、
其利益认同而产生的政治支持效应程度也越强烈。
美国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说:“社会的统一建立

在对该政治观念的共识基础之上;而只有达成共识

的各种学说得到政治上积极行动的社会公民的确

认,而正义要求与公民的根本利益—他们的社会安

排培育并鼓励他们追求这些根本利益—又没有太大

冲突的时候,稳定才有可能。冶 [3] 如果只在个体利

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趋于一致,而在整体利益、长
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社会成员对这

种利益的认同就越容易动摇、其利益认同而产生的

政治支持效应程度也越脆弱,其政治态度也不会坚

决和坚持,并且其支持程度和拥护力度很容易随着

利益的改变而改变。 对社会成员来说,他们的政治

认同是认同主体自身的政治价值观念和他们自身政

治价值目标在政治体系主导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生活

中的反映和写照,社会成员一旦认同某种政治信念

和政治体系,则相信这种政治体系能够给他们带来

某种政治的利益、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

价值目标,相信能够维护自己的相应权益,能够最大

限度地实现自身政治生活中的利益诉求。 因此,在
特定的政治实践中,社会成员对于自己认同的政治

体系就会自觉地把自身的政治诉求和政治行为作为

政治体系的一个有机部分,就会对认同的政治体系

产生归属的政治情感、衷心拥护的政治行为和持之

以恒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实践活动,这就有利于推动

和促进政治体系向社会价值目标靠近的发展进程。
政治认同在实现政治主体价值目标的社会政治

实践中,对于凝聚政治同盟者、巩固社会基础有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广泛的政治认同有助于社会

成员对社会政治体系产生深刻而理性的政治认知和

普遍信任的政治感情,使政治主体的政治理想、政治

决策和政治行为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和拥护,从而获

得更多社会成员的热情参与和积极行动,使政治体

系的影响力深入社会成员心中,产生广泛而积极的

政治效应。 这就是彼德·布劳所说:“我们不能强

迫别人赞同我们,不管我们对他们有多少权力,因为

强制他们表达他们的感激或赞扬将使这些表达毫无

价值。 ‘行动可以被强迫,但情感的被迫表现仅仅

是一场戏。爷冶 [4]一种政治体系,不论是特定社会政

治制度还是政治党派的政治体系,它们所包括的政

治理想、政治制度、政治政策和路线方针除了能让广

大民众获得实际的好处和理性的认同以外,同时还

必须获得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和积极支持的社会心

理基础和政治情感效应,否则是不会得到长期而稳

固的民众基础的。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对某一地

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依附感,向来是人们忠于自己

的政治理想、采取政治行动的一种最强大的动力。
一个人一旦把他自己同某一地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

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以致在那个范围以外他的生

活就失去任何真正的意义,那么,他就已经准备在必

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那些利益。冶 [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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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就深深地证明了这一点,革命

战争年代,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体系深入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内心世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

护和积极支持,正是因为产生了长期而稳定的社会

心理基础和政治情感效应,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事业

才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其次,政治认同有助于政治主体的政治主张和

政治体系及其政治制度获得逻辑上的合法性,因为

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主张和政治制度的拥护、支持、
信赖和追求是其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前提。 这是社会

政治体系稳定发展和政治价值目标得以实现的必要

条件。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

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

们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

愿。冶 [6]没有人民心甘情愿的参加和支持,无论再好

的政治主张得以实现和政治体系能够稳定发展都是

无法想象的,也是没有实际效果的。 这种心甘情愿

就是社会成员的一种政治情感或政治归属感。 只有

有了人民群众对社会政治主张和政治体系的政治热

情和政治归属,社会的政治实践才会成为人民群众

的自觉认知和自觉行为,才能获得广大民众的大力

支持和衷心拥护。 特别是“在社会政治主体多元

化、政治思想无序化、政治利益复杂化的社会现实

中,社会政治主张和政治体系获得政治认同程度越

高,政治体系的社会支持基础就越巩固,政治主张和

政治制度的实现可能性就越大。冶 [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今中国社会最根本的政

治制度和最重要的政治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近百年来浴血奋战、历经千辛万苦选择的政治

制度和政治体系,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由之路,
更是伟大“中国梦冶得以实现的政治保障和根本前

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系包括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思想信念、道路选择、理论创新、制度建构、
价值目标、方针政策和政治动员等内容,要增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就
必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政治认同。
因为只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泛的政治认同,
我们的人民才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深厚的政治

情感和普遍的政治支持,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才会有积极的政治响应和自觉

的参与行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正当性和政

治合法性才会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刻理解,这种

正当性和合法性也才会更加坚定,只有有了广泛的

群众基础和深厚的心理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才可能获得无穷的力量,才能实现预期的价值目

标。 因此,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就必

须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为广泛的政治认同

和最为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二摇 误区与辨析:政治认同的理性反思

如果政治体系的政治主张、政治制度与社会成

员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一致的,社会

成员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或感受到政治体系是为自己

的利益而服务的,对政治体系的核心内容有比较充

分的了解和理性的认知,那么就会对社会的政治体

系产生高度的政治认同。 相反,就只能产生较低的

政治认同或政治伪认同,甚至产生政治冷漠和政治

反感。 在高度的政治认同状态下,认同主体的政治

利益和根本利益会与社会政治体系的根本利益和整

体利益相一致,政治体系在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上

保护和实现社会成员的利益时,认同主体就会认同

政治体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积极响应政治体系的

政治动员和政治主张,主动参与政治主体的政治体

系系列活动,遵守社会政治主体的政策规范,自觉维

护统治者或政治主体政治体系的权威性,自觉履行

自己作为社会成员应尽的政治义务和政治责任,为
社会主流政治体系的政治实践积极提供自己力所能

及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支持,并自觉反对和有效抵制

一切与主流政治体系的价值理念、政治路线和政治

要求相违背、或者是威胁社会主流政治体系安全的

思想意识和政治行为。 这种状态是社会统治者梦寐

以求的政治认同状态,对政治体系的实践活动是非

常有利的。
在社会成员不大清楚地意识到或感受到政治体

系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服务的,对政治体系的核心内

容很难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和理性的认知,这时,社会

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就会较低,这种较低认

同状态下,虽然社会成员基本上能配合、遵守统治者

政治体系的有关要求和政策规范,但社会成员对他

的支持和拥护不是心甘情愿的,认同的程度及方式

也是被动的、有限的,甚至有些还是被胁迫的,这样

就不可能产生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上的自觉自愿,
至少在情绪上是不顺的。 由于社会成员对统治者政

治体系的利益维护和利益实现机制了解不够充分,
或是政治体系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与社会成员的根

本利益整体利益相左,迫于政治的压力,社会成员对

政治体系的认同心理和认同行为不完全一致,就会

出现社会成员的伪认同状态。 政治伪认同状态是社

会成员在表面上或形式上认同,其内在实质上是不

认同或者是反感的,会导致政治认同的心理情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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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行为的不一致和相分裂状态,有其虚假性和不

自觉性。 其伪认同的虚假性主要体现在认同主体对

政治体系的认同行为与自己的内心情感的不一致

上,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是虚假的认同,至少是不心甘

情愿和自觉主动的。 从根本上看是认同主体的利益

需求与政治体系的利益满足机制不兼容,是认同主

体对政治体系的被迫支持和被迫拥护,其认同的程

度和方式不是出于主体自己的内在需要,而是取决

于政治体系的要求强度和政治压力,一旦统治者政

治体系的外在要求和政治压力减弱了,主体的认同

程度就会大打折扣。
对于执政党来说还有一种可怕的状态就是政治

冷漠。 政治冷漠的表现形式是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

的无动于衷、麻木不仁、隔山观望、与己无关等社会

心态和政治情结,因而对政治体系的政治动员和政

治号召就会“难得糊涂冶而表现为疏远或离心离德

状态。 其主要原因是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失去信任

和信心、政治体系的利益关照与社会成员的利益需

求相距甚远、存在不利于社会成员认同政治体系的

政治环境和外部条件等等。 其结果是政治体系与社

会成员离心离德,政治主体内部人心涣散,社会成员

对执政党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实践活动无动于衷和麻

木不仁,充满着不信任和不稳定的政治情感,一旦出

现不利的政治环境,社会成员对执政党的执政合法

性和正当性就容易产生怀疑和动摇,甚至发生政治

倒戈,对政治体系和执政地位产生潜在的反动和威

胁。 前苏联共产党的倒台就是典型例子,当苏联国

旗从莫斯科红场上降下时,苏联人民都是在政治冷

漠和麻木不仁的情绪状态中远远地观望着。 其根本

原因也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前苏联共产党的政治体

系和政治主张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产生了怀疑和动

摇。 所以,无论是政党还是其他政治主体,都应高度

重视社会成员对社会政治体系的政治态度,都必须

积极培育和增强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政治热情和

政治认同,否则就等于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摧毁自

己的政治前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不是轻而易举就

能铸就的,需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付出艰苦的努力

和伟大的牺牲。 他不仅需要本身内涵的科学合理,
更需要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让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才

会赢得人民群众的充分信任和衷心拥护。 否则,再
好的理论说教、再好的美丽图画都难以增强人民群

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 由于我们的社

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无论在理论体系、道路探索

和制度构建过程中都还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完善的问

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系和方针路线还或

多或少地存在有失误和走弯路的情况,在广大人民

群众的心目中还有些理解上的误区,或情感上的观

望怀疑,或心理上的不够信任。 笔者在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重点项目《民生幸福的价值自觉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价值自信研究》过程中,关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价值自信冶的问卷调查材料淤,统计结果证明

了这一点。 有一个问题是想要了解调查受众对中国

改革开放政治路线的态度和认识:“您认为 1978 年

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什么?冶。 回答有五个选项,
回答情况如表 1。

答案选项 回答人数 回复情况

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背叛 30 1. 43%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 1124 53. 33%

走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理论
借口

100 4. 76%

经济发展了,但政治体制改革落
后了,社会腐败了

814 38. 57%

不了解,说不清楚 41 1. 9%

从表 1 来看,大部分被调查者对中国的改革开

放政策还是能够正确的理解,有 53. 3% 人认为是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冶,这是中国社会民

众的主流态度和主流认识,如果加上认为“经济发

展了,但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了,社会腐败了冶的评

价,则有超过 91%的民众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政

策是持肯定和中性的评价。 但是也有 6郾 19% 的少

数人选择了“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背叛冶和“走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理论借口冶两个选项,这部分

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是不能正确理解的,
这里虽然有很复杂的情况:有些人不大关心政治而

随意填写,但肯定有一少部分人不是随意填写的,他
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错误的认识或不正确的

态度,说明这极少数人要么是错误理解改革开放政

治路线、要么是反对或有抵触情绪。 因此,在今天要

进一步全面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

革还是有一定难度和阻力。
还有一个题目:“有一种观点认为,主义和体系

都不重要,只要能够改善民生、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

题,举什么旗帜都行。冶主要是想要了解调查受众对

改善民生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之间关系的

认识情况和态度取向。 回答情况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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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答案选项 回答人数 回复情况

正确 803 38. 1%

错误 1033 49. 05%

说不清楚 271 12. 86%

从表 2 来看,约半数人的态度很明确,反对这个

观点,选择了“错误冶项,其比例占了 49. 05% ;但是

却有 38. 1%的调查受众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这
个比例很高啊,是不容忽略的。 “主义和体系冶的问

题实质上是我们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与

道路问题,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几十年的历史选择,
怎么能说“都不重要冶呢? 实质上是很重要的,决定

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性质。 不管举什么旗帜,
不管走什么道路,只要“能够改善民生、解决老百姓

的实际问题冶举什么旗帜都行,这实质上是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否定,是小市民的实用主义政治价

值观。 我们虽然很重视“改善民生、解决老百姓的

实际问题冶,这是我们的价值目标和主要任务,但
是,将这个任务随意上升到可以改旗易帜的境地而

丧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那就是非常错

误的。
还有一道题目:“您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

定能指导中华民族实现历史复兴吗?冶主要是想考

察调查受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民族复兴中的主

观预期,了解调查受众是否对这个问题有充足的信

心和充分的信任。 回答情况如表 3:

表 3

答案选项 回答人数 回复情况

肯定相信 1124 53. 33%

表示怀疑 291 13郾 81%

走着看看吧,以后再说 683 32. 86%

从表 3 来看,大多数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

指导和引领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道路上的意义和作

用是充分相信的,占了 53. 33% ,说明这部分人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美好的预期和良好的憧憬;但
是也有 13郾 81%的人表示怀疑,还有 32. 86%的人呈

现出犹豫观望的态度。 这两部分合计起来占了 46.
66%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指导和引领民族振

兴和国家富强还不能持肯定的态度,没有充足的信

心和充分的信任,以后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功了

“以后再说冶,这就说明这部分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政治认同是不够稳定的。 可以想象,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在指导和引领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道路

上的信心都不足,怎么会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坚定的政治认同和全力支持、积极参与的实际行

动呢?
还有一道题目是“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认同态度是:冶主要是想了解调查受众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政治认同和基本态度,
因为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和态度直接影响着

广大民众对社会政治体系的贯彻执行情况,直接影

响着社会成员对主体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意图的接受

与否和支持与否,直接影响着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

的政治热情和实际行动。 回答情况如表 4:

表 4

答案选项 回答人数 回复情况

我基本认同,相信在这个理论的指
导下我们的国家会建设得更好

1446 68. 57%

我不认同,因为这个理论体系本身
就很虚,无法让人相信

121 5. 71%

现在下结论过早,看看这个理论体
系在建设实践中的作用再说

382 18. 1%

有马克思主义就可以了,还要树立
那么多的主义和理论干什么

69 3. 33%

我不关心这个,也说不清楚 91 4. 29%

从表 4 来看,调查受众的大部分人认同且相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我们的国家会

建设得更好,我们的人民也会生活得更加幸福,占了

68. 57% ,这部分人应该是我们社会的正能量成分和

主流部分;但是,调查受众中还有 31. 43% 的人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政治认同和基本态度是

不容乐观的,这部分人要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不了解、不理解或有误解,要么是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缺乏信心,要么是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处在漠不关心、与我无关、消极

观望等政治冷漠状态,至少是缺乏应有的热情和积

极的响应。 这样的状况怎么可能形成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充分信赖、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的政治自

觉呢?
还有一道题目是“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经验准备不足,难以取得成功,难以达到预期

的目标。 您的态度是:冶是想要通过对一种错误观

点的判断来了解调查受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知情况和认同态度。 回答情况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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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答案选项 回答人数 回复情况

我赞同这个观点 190 9. 05%

我反对这样的消极情绪和悲观
态度

452 21. 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在
探索中形成,在摸索中起作用

1246 59. 05%

情况不明朗,不好说 221 10. 48%

从表 5 来看,选择“我反对这样的消极情绪和

悲观态度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在探索中

形成,在摸索中起作用冶两项答案的占了大部分,有
80. 48% ,这是我国社会成员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的依靠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

和正能量人群。 但是也有 9. 05% 的人对这个错误

观点表示赞同,这 9. 05% ,看起来数量比例不高,但
是很能说明问题:说明我们的社会中还有相当部分

的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了解是不全面

的,有些甚至还是错误的,至少是缺乏信心,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都还

存在不同程度的不了解、不信任、不热爱等情况。 还

有 10. 48% 的人处于犹豫徘徊、冷漠观望的状态。
这两部分人加起来占了近 20% ,比例是很高的了,
有近 20%的人对这个伟大事业不了解、不信任、不
热爱,就不可能积极参与和衷心拥护了。

总之,这些调查问卷告诉我们:当今中国社会民

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状况不容乐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任重道远,给我们广大意识

形态领域的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严肃的理论课题,提
出了严峻的政治考验和艰巨的宣传任务。

三摇 增强政治认同和价值自信的着力点

一个伟大的政治理论或一项伟大的政治事业没

有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和积极参与,就不会获取社

会的无穷力量,就不可能在社会现实中获得成功,也
就是民意难违。 “民意是人类本性的堡垒,或者更

不如说是人类本性的庙堂;如果她遭受污损,世界上

任何神圣和崇高的东西也就都不存在了。冶 [8]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今中国最伟大的政治事业,没有

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和积极参与就不可能获得

成功,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意。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胜利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政

治认同和基本民意。 决定这个政治认同和基本民意

的关键因素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内涵认同和利益认同。 内涵认同是政治认同的科

学基础和逻辑前提,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的自然基

础和核心内容,没有利益的认同就不可能产生政治

的认同和需要的共同,政治认同是利益认同的结果

体现和实证途径,只有对政治体系的历史功绩和历

史轨迹的利益认同,才能加深和加强对政治体系的

理解和接受。 否则,政治认同就是空中楼阁,不切合

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就不会被人民群众所认同和

接受。
所谓内涵认同就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科学理论、道路探索、制度体系等政治体系

其科学内涵的理性认知和要义认同,因为没有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的理性认同就不可能产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心理认同和行为认同。 对理论

理解得越透彻,认同程度就越深刻,行为支持就越积

极。 马克思在《掖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业导言》中说过: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

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
会变成物质力量。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

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冶 [9]9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不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不可能

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不可能转变为

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也就不可能转化为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

本就是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个根本反

映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原

则;只有掌握了这个根本,人民群众拥护和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才会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势不

可挡;只有抓住了这个根本,人民群众的力量源泉才

会被正确地引导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上

来。 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就是为了社会

主义的真理不惜牺牲生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

真冶,说的就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惜牺牲自己

的生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抓住

了这个根本,人民群众同样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来维护这个理论体系。 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了

解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和根本特

征,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之愈深才会爱

之愈切,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自觉和行

动自觉;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才会唤起亿万人民群众建设社

会主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内涵认同转化为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进而转化为

价值自觉和行动自觉。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政治是人们利益

的集中体现,“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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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有关。冶 [9]82 社会的政治关系也是一样,政治关

系是利益关系的集中表现形式,“每一个社会的经

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冶 [10] 人们从

事政治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利益,尽管这个利

益有阶级的利益、有整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之分,
虽然通过政治活动所获取的利益也是多方面的,既
有物质(经济)的利益,也有政治上的利益,还有文

化上的利益等等,这些都是政治主体追求的利益;政
治主体所获得的利益都具有强制性特征,通常是主

体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通过必要的政治手段和政治

形式,对社会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进行强制性的

再调整和再分配。 在社会政治体系中,主体的政治

主张和政治制度都是以特定的政治利益为目的的,
实现政治利益的途径和手段就是获得政治认同的关

键性因素。 政治主体通过自身的政治主张和制度安

排,找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要求,有效协

调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关系与利益矛盾,这就是政

治体系的利益协调。 由于人们对利益的关注和追求

是基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政治利益是人们社

会生活的各种利益的集中体现。 所以在政治生活

中,人们追求的利益如果没有政治的保障,那么政治

体系的政治认同便没有了基本的可能;同时如果没

有政治利益的价值驱动,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也就

失去了生物学的政治动力和自然基础。 正是由于有

了政治利益的强大吸引力,人们才会千方百计地去

算计政治利益的大小和可能性,人们才成为了政治

上的“理性经济人冶,政治体系如何协调和组织好社

会的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就才有了政治活动和

政策制度的必要。 因此,在形成社会成员的政治认

同过程中,合理安排和有效组织好社会成员的利益

关系和利益格局是增强政治认同的关键因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全体中华民族

的政治实践,是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利

益的最集中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利益

与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个人利益都是

高度一致的。 从政治认同的逻辑上看,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

整体利益,二者在利益关系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

统一性。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

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冶 [9]11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被社会成员认同和接受的

程度也取决于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被满足和实现的

程度。 只有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实在在地

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政治价值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脱离人民群众的实际,对群众关注的民生难

点、社会热点、思想疑点问题充耳不闻,对群众的利

益需求不闻不问,就很难让群众领悟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科学理论的魅力、前进道路的张力和制度体

系的定力,同时也很难让人们自主地选择和接受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

益认同为起点,其价值才能逐步实现,中国梦的崇高

目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手段才能

达到完美统一,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政治认同才有可能形成。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发展进程

来看,什么时候忠于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满足

了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就会顺利成功,什么时候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愿望和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就

遭遇挫折和困难,就不会取得成功。 古人说得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冶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冶总
结和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可以帮助我

们发扬优良传统、激发爱国热情、激活社会主义建设

的正能量。 正如国史大师钱穆先生所说:“若一民

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
民族中之份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

民族有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

量。冶“故欲知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

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冶 [11] 自己的

历史对于每个民族的发展和前进来说都是无法割裂

和抹去的,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发展历史来说又更是如此,从她的革命开始就

无时不是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价值

目标,从而无论在非常艰难困苦的革命岁月还是在

矛盾十分复杂的建设时期,她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主

张深深地赢得了人民群众,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

度被人民群众广泛理解、全面接受和深刻认同,这就

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认同,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的历史基础和先天优

势,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认同也是

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基础

和政治基因,没有了这个精神基础和政治基因,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变质和变味。
历史记忆和历史认同是民族发展的精神家园。

一个失忆的民族往往会数典忘祖,甚至可能认贼作

父,没有自己血脉和文化传承的民族是难以想象的,
也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民族。 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牢记这一历史铁律,不仅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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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历史的整理和研

究,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历史传统,
颂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丰功伟绩和英雄

人物,牢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苦难历

史和经验教训,更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反对关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和违背历史

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评价方法,坚持和捍卫来之不

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成就和正确路线,在增

强我们民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冶的

历史认同前提下,在激活中国社会成员价值灵魂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因冶的基础上[12],全
面提高我国社会成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

同和政治情结,激发和激励我们的人民发自内心的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爱之情和建设之力。 这才

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和价值自信的着

力点和根本点。

注释:
淤 2014 年暑假,该课题组为了掌握社会民众对“关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自信有关问题冶的相关情况,组织在校

大学生和在校硕士研究生分别在湖南、广东、贵州、河北、山
东、江苏等省区进行了 3600 多份的随机专题问卷调查,初步

整理形成系列调查数据,调查报告正在行文中,适时将公开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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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litical Identity and Value Confid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UO Jian鄄wen, LI Bo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Abstract:摇 To obtain social members蒺 sincere uphold and active support, a society蒺s political system must gain the most extensive
political identity of them, or else it cannot form its own political confidence and value confidence in the heart of people. To get the un鄄
derstanding and support of the great masses,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great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ust gain
their b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Therefore, to consolidate people蒺s political identity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鄄
acteristics, and thus to fight for their wide recognition and full support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social founda鄄
tion and historical premise to enhance the value self鄄confid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摇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摇 value self鄄confidence;摇 political identity;摇 social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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