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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认同”是建立在区分“我”和“他”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区分的边界总是变动的、多元的，所
以就会生产出多种多样的认同。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就是其中两个格外引人关注的概念。
具有跨国属性的巴尔虎人是蒙古族最为古老的部落之一。
从区域分布看。
主要集中在我国的呼伦贝尔、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和蒙古国的东方省。
张宝成所著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跨国民族视阈下的巴尔虎蒙古人身份选择）》从探讨巴尔虎蒙
古人的身份认同，折射出个体或个体民族如何看待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更深层次的是，笔者试图从一
个特定跨国民族的身份认同探寻多民族国家的个体民族对自我身份的认定。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跨国民族视阈下的巴尔虎蒙古人身份选择）》以及如何实现从民族认同向国
家认同的转变，从而构建国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而实现从“民族国家。
向“国家民族”的转型，则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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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宝成，男／汉族/1972年11月生内蒙古呼伦贝尔人民族政治学博士。
内蒙古自治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民族学重点研究基地副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青联委员；主要从事族际政治、民族地区政府管理、
民族地区经济政策等方向的研究；先后主持、参与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十六项，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三项地厅级科研奖励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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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第五章 巴尔虎人国家认同的跨国比较第一节 双重认同的和谐共存：呼伦贝尔巴尔虎人的民族认同
与国家认同一、呼伦贝尔巴尔虎人国家认同的现状二、巴尔虎人国家认同力的制度力量--我国的民族
政策第二节 政治与文化的差异：与俄罗斯布里亚特人国家认同之比较一、与俄罗斯布里亚特人国家认
同的比较二、苏联民族理论实践与苏联解体的启示第三节 民族国家与“民族自决权”一、“民族自决
”：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理论困境二、“民族、国家一体”：民族国家的理论起点三、“主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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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一、关于“认同”二、认同的概念三、认同的发生理论四、认同的要素五、认同的层次性六、认
同的作用与意义第七章 国家建构语境下的认同第一节 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与国家一、国家发展与民
族发展二、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三、国家政权与民族政治发展第二节 跨国民族与国家认同--关注边疆
地区的发展一、正确认识我国跨国民族现状二、着重遏制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三、促进边贸和沿边开
放第三节 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二、西方多
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典型实践三、多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方向参考文献附录一附录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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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真正具有实体意义和法律依据的群体是“国家”，而不是“民族”。
因为国家的指称是最真实也是最具体的，并非如亨廷顿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而民族概念所指的
内容或对象却是极为模糊和抽象的，而且容易产生出混乱和误解。
这也是相比较起来，人们更愿意承认国家的合法性，更愿意用国家来指称居住于某地域上的人群的最
主要的原因。
国家是以民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是国家建立之后不仅拥有了民族所没有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国
家拥有了彼此间认可的合法性。
所以，把社会的多个民族整合到国家之下，是保护这些群体的最为有效的途径和形式。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在日后的社会交流与宣传活动中应该极力突出国家意识，而相应地弱化人们的
民族意识，这种意识不论是处于优势的民族的意识，还是处于劣势的民族的意识。
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成功地使“民族”过渡到了“国家”，这是民族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飞跃。
但是，当我们走人21世纪，“民族国家”已经彻底走到了它的尽头，即便是在民族国家发源地的西欧
，各国的民族构成也已经不是“清一色”的单一民族了。
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各种民族相互交融、各种人群不分彼此共同生活，如果还是提倡民族国
家理论那就是历史的倒退。
因此，我们应该尽早地完成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即“国族”--的历史性转变。
　　在今天，我们提倡认同“中华民族”，不仅仅是因为这一身份体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天然心
理素质、精神信仰或生活方式等内容，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使每一位中国人都由此获得了一种
特定的、正式的身份--“公民”。
从这一点上讲，“中华民族”不单纯是一个民族或文化的概念，更重要的它还包含着政治的概念。
所以，单纯地从文化角度去理解和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有时并不一定能够达到“国家认同”
的效果。
当然，这需要我们努力尽快地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公民教育体系，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二）共同的经济利益与平等的分配制度：构建国家认同的物质基础　　共同的经济利益是现代
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
而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发展，如果经济问题解决不好，人民的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那么不但多民族
国家的国家认同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和制约，而且就连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也会受到质疑。
现实是，因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储备等在各个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分布差异，这就使国家内部不同地
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
所以，地区利益分化以及基于此而产生的民族利益分化问题，是现代国家建构国家认同过程中必须应
对的问题。
如果在一个国家内部，各民族、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悬殊，或各个民族存在着独立的经济体系，
彼此之间缺乏相互物质依赖感和经济交往，那么，该国家要赢得其治理下的民众的合法性支持就将会
变得无法想象。
而社会成员国家认同意识的强弱“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的共同体利益的关注程度，取决于他们共同需求
的强度及与环境的关系。
只有那些被他们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或至少是有用的东西，才能将他们紧密团结以抵御那
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分解力量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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