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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持久有赖于国民对本国政治体系的认同、信任、及信仰。本文就国内外政

治认同内涵、理论基础及政治认同危机已有研究进行简要综述,以引起对公民政治认同素养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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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sting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depends on the national identity, trust, and belief in 

the 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existing research of the connotation, theoretical basis 

and political identity crisis at home and abroad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civil political identity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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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

活中所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

感。”但是在现代社会,人们在享受科技

日益进步和物质日益丰饶的同时,日渐

陷入了归属感匮乏的困境之中,政治认

同似乎变得越来越边缘化。然而,这并不

意味着对本国的政治认同越来越不重要

了,恰恰相反,物质追求越显重要,政治

认同的培育就越显迫切。 

1 政治认同的内涵 

“政治认同”的内涵 初源于“认

同”的概念。对于认同理论的研究,西方

较于我国来说,时间长、规范化程度高,

主要包括：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价值

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民族认同

等。虽然认同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

但所有研究都有一个共性,即研究者趋

向于把认同看作是个体的心理过程,体

现了个体的一种确认感和归属感。 

理论界一般认为 早对“政治认同”

作出明确概念界定的是美国著名政治学

家罗森堡姆,在其著作《政治文化》(1976)

中提处：“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

属于什么政治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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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学者对“政治认同”的概念引

用的较多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

卷)》中的界定“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

产生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也有

研究者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如复旦

大学博士方旭光在其博士论文《政治认

同的基础理论研究》(2006年)中将其界

定为“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一定政治

体系、政治运作的同向性(或一致性、肯

定性)的情感、态度及相应的政治行为的

总和。”吉林大学博士薛中国在博士论文

《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心理机制研究》

(2007)中将界定为“政治认同是政治主

体在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政

治认识,伴随着积极的政治情感体验,经

过一定的政治意志努力而形成的对一定

的政治体系的认可、赞同和确信,并自觉

地按政治体系的要求规范自己的政治行

为,积极地维护、参与和促进政治体系的

稳定、运行和发展的一种政治心理过

程。”总的来说,我国学者对“政治认同”

的概念厘定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将

“政治认同”视为一种归属感和个体的

体验；第二、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政治

认同”是一种政治活动的行为和结果。 

2 政治认同的理论基础 

早提出带有政治认同理论雏形的

是亚里斯多德,他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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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

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这说明亚

里士多德认为对城邦(政体)政治的认同,

是政体得以延续的基础。西方对政治认

同的理论研究主要以合法性视角为切入

口,美国学者李普塞特认为：“合法性是

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

制度是社会的 适宜之信仰能力。德国

学者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

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他从社会文化

传统的角度来判断政治系统是否会被认

同及是否合法。可见,政治合法性的实质

就是政治认同,即政治权利能否获得民

众的普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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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关于政治认同理论研究是随着

改革开放后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

学科基础上对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而发

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

概念界定、结构、内容、来源、功能、形

成逻辑等方面。国内学者温广益 早以二

战后印尼华侨为对象对政治认同问题进

行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政治

认同成为我国政治学界的研究热点。整体

来说,我国对政治认同的理论研究还相对

较弱,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本系统的有

关政治认同理论阐述的著作产生。目前唯

一一本以政治认同为书名的《政治认同与

社会和谐》也只是有多篇相关的具有权威

性和代表性的学术论文组成。虽然国内对

于政治认同基础理论的研究进行了积极

的理论探索,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

果,但总的来说尚处于起步阶段。 

3 关于政治认同危机的研究 

西方学者根据政治认同产生及实践

过程这两方面来分析了政治认同危机的

产生。一是以多元文化、建构主义、后现

代主义等社会思潮之间所引发的价值冲

突。二是以腐败现象为代表的权利滥用、

权利私有化所引发的政治认同危机。在对

这两点矛盾冲突所引发的政治认同危机

研究中,主要还是从现代性所引发的矛盾

来阐述政治认同危机的产生根源、表现等

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政治认同来自于现代

性本身,从现代性内部所隐含的张力来看,

个体借助一定的社会工具来展现自己的

主体性力量,机器的使用和推广,自然和

人的精神都遭遇“祛魅”现象。此外,从

个体的精神层面来看,每个个体都试图去

寻找维护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特殊的存

在,就是在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共性

与个性的互动关系中产生了“我到底是

谁”这样一种认同的危机。 

对于政治认同危机的表现,有学者

认为政治认同危机表现在对国家形象是

否认同的危机、对政府权威是否认同的

危机、对本国政治是否有信仰、有信心

的危机。还有学者认为,政治认同危机表

现在体制和政策这两方面。除了从现代

性的角度对政治认同危机加以分析外,

还有学者也从其他角度对政治认同危机

加以剖析。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尔对

政治认同危机的分析来自于文化发展的

角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认同危

机的产生与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他揭示了政治认同危机的本

质是资本主义基本信仰和精神的衰退和

裂变。政治学家亨廷顿则从全球化这一

视角来分析政治认同危机,在他看来全

球化进程加快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

但由于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

价值观差异,这就使得不同的文明体系

之间相互冲突从而产生了深层次的危机,

亨廷顿认为就是政治认同的冲突。 

在对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现状

及危机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主要有：复旦大学方旭光博士在其博士

论文《政治认同的基础理论研究》(2006

年)中指出我国当前政治认同存在着口

头认同与内心认同相差较大、社会各阶

层之间的认同程度差异较大、认同状况

的类型表现的错综复杂、在认同类型当

中被劝服型认同多于主动型认同、政治

冷漠情况严重等问题。学者吕元礼认为,

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激荡和变化,消

弭了一些人们原本已经产生的政治认同,

造成了政治认同危机。吉林大学博士薛

中国在其博士论文《当代中国政治认同

心理机制研究》(2007)中指出,中国的政

治制度体制虽然已经受到了广泛的认同,

但是政治意识形态主导机制,利益协调

机制、参与机制、舆论导向机制等方面

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学者程波辉认为,

当前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在政治认同

变迁的问题上主要表现为：“人们对目前

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产生了一定的怀疑,

对国家、对政府的政治运作的状况持有

不满的态度,以及对目前的政治价值取

向也产生了一定的偏差。”南京理工大学

博士薛迎春在其博士论文《当代中国政

治认同问题研究——基于意识形态分析

的视角》(2012)中指出,关于中国政治认

同危机的研究,主要从政治认同客体的

角度、政治认同资源的角度及政治认同

的支撑系统这三个角度来分析。比如,

在政治认同客体这一分析角度上,赵海

丽认为,我国政治认同的危机主要在于

过程、政策、政治文化上的认同危机。 从

资源的角度来看,张元认为危机主要表

现在绩效、利益、理念、价值等方面。

从支撑体系来看,方旭光认为认同危机

存在着内容上相悖、功能上紊乱、结构

上冲突、行动上对抗这四个特性。 

4 结束语 

在社会的快速转型、历史虚无主义

思潮不断渗透等因素的影响下,导致部

分公民对国家政治的认同依然存在着矛

盾、困惑与误区。因此,我们必须有目的、

有针对性的开展公民政治认同的教育,

提升公民政治认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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