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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中国朝鲜族国家认同研究综述1 

 

李梅花2 

 

摘要：中国朝鲜族历经清代、民国、伪满、解放战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正式加入中国

国籍，以此为标志基本完成了国家认同的历史过程。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朝鲜族国家

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的至关重要作用。指出朝鲜族的国家认同并不是被动的、强制的，而是通过

比较作出的自主理性的选择。提出在改革开放和中韩建交后的形势下，朝鲜族在与韩国接触交往

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弱化模糊他们的国家认同，反而更强化了他们对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识。 

关键词：国家认同；中国朝鲜族；民族政策 

 

中国朝鲜族是近代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东北地区的跨境迁入民族，是世界朝鲜民族和中华民

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的一员。 

中国朝鲜族成为中国公民历经清代、民国时期、伪满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才正式加入中国国籍
［1］。以此为标志，中国朝鲜族基本完成了国家认同。中国朝鲜族

的国家认同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内外多方面因素互相交织、共同作用下有所变化并显出其复杂性，

它不仅涉及朝鲜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还需要将这些问题与中国的国

情、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等联系在一起。 

 

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朝鲜族的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政治学领域，指国家决策范围内人们的

态度取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反映的是民族和国家的一种关系，指在其他国家存在的语境

下对某一国家所持有的感情和认识，体现了民族的政治认同与归属，其主要标志是国籍认可。中

国朝鲜族对中国的国家认同经历了漫长而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

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以及对朝鲜族的一系列工作方针、原则在朝

鲜族地区的实践，彻底改变了朝鲜族处于双重压迫和民族歧视的不合理状况，使朝鲜族人民紧密

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投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2］ 

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并以此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 

早在 1928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

中就明确指出：“满洲之高丽人”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
［3］87。中国共产党“六大”对朝鲜

族的原则、立场和主张，贯彻到了中共满洲省委的一系列文件中。1930 年 6 月，满洲省委在《关

于在满洲高丽人问题的提案》中明确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保障在满洲高丽人之居住自由及经

济生活之向上发展。”
［4］1934 年 6 月，中共满洲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又指出，东北民众包括

“朝鲜人”“都一律平等，都是人民革命政府下的公民”
［5］161。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地方组织不仅主张和强调朝鲜族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而且还主张

                                                        
1 本文刊载于《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2 年第 3 期，第 97-102 页。 
2 作者为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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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族与其他民族一样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一律平等。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

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

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

民。”“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均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

工农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和地方的政治事务。”
［3］166  1935 年 3 月，中

国共产党满洲省委颁布的《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纲领（草案）》指出，东北人民革命政府根据民族

自决的原则，宣布东北各少数民族（蒙古人、高丽人、旗人等）与汉人一样享受经济政治上和文

化上的平等权利
［5］145。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的革命进程中，一方面积极领导东北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在共

产国际指导下关注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并将朝鲜农民的动员和权益保障纳入其工作范畴。中共

满洲省委成立后，立即派员奔赴革命势力较强的东满地区，在汉族和朝鲜族群众中发展党员，开

展革命运动。翌年 10 月，中共延边区委成立。1930 年 1 月，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东北朝鲜族马列

主义团体各派代表联席会，讨论东北朝鲜族与各族人民携手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及东北朝

鲜族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后，东北的大批朝鲜族先进分子经过斗争考验陆续加入

中国共产党，从而发展壮大了党在东北朝鲜族居住区的革命群众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朝鲜革命者的民族运动与中国革命形成更为密切的联系，逐步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

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面对复杂深刻的朝鲜族问题，客观分析了中国朝鲜族的状况，

认定朝鲜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享有平等权利和义务，认为“除参加华北抗联的朝鲜

义勇军，在东北的朝鲜居民一般的是视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
［6］。1946 年 12 月，中共吉林省

委召开民族工作会议，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周保中发表了《延边朝鲜民族问题》

的演说，充分肯定了朝鲜族在开拓东北地区和抗日斗争方面的贡献，指出朝鲜族作为中国的一个

民族毫不逊色。在东北地区特别是在延边地区的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中，中国共产党

完全承认朝鲜族的公民资格，无条件地给他们分配土地，让他们参与地方政权的建设，使他们真

正当家作主人。从 1946 年至 1948 年间，东北解放区的朝鲜族和各族人民一道参加了史无前例的

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各族一样分得了土地，成为中国土地上的真正主人，事实上确定了朝鲜族

为中国少数民族的地位。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充分照顾朝鲜人的民族情感，承认他们的双重国籍。当时，对朝鲜

族人民而言，朝鲜与中国好比“一个是爹，一个是娘”，这边是祖国，那边也是祖国。针对这种

现象，当时延边的共产党组织尊重朝鲜族人民的感情，承认他们有双重国籍。现在作为中国公民

享有中国公民一切权利，参加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一旦朝鲜遭到外敌侵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随时可以以朝鲜公民的身份投入到朝鲜的反侵略战争中去。这样既解决了目前急迫的问题，又不

会伤害他们的感情。这是对东北朝鲜族的最大限度的宽容政策和民族政策。 

1948 年 12 月，中共延边地委书记刘俊秀根据上级有关指示明确宣布：确定居住在延边境内

的朝鲜族人民为中国境内之少数民族，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一部分。民主政府按照民族平等原则，

给予朝鲜族人民地权、人权、财权，并保持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凡是过去居住在延边地区，并

在土改中向当地民主政府正式加入户籍者，为中国公民。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共产党明确规定：加入中国国籍的朝鲜族是中华民族的成员，朝鲜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

这样，中国朝鲜族作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真正加入了中华民族的行列，成为新中国的主人。 

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民族平等政策，尤其是土地改革政策，解决了东北朝鲜族人民的国籍和土

地所有权问题，使朝鲜族人民发自内心地加入了中国国籍。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族制定和实施的一

系列民族政策，不仅调动了朝鲜族人民的革命积极性，而且也加强了朝鲜族人民对新政权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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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 

 

二、朝鲜族国家认同的理性选择及其历史过程 

 

在中国朝鲜族的国家认同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7］，但是中国朝

鲜族的国家认同并不是被动的、强制的，或者说是在新形势下作出的策略性选择，而是在历史发

展过程中，通过比较而作出的自主的、理性的、发自内心的由衷的选择。“中国朝鲜族成为中国

少数民族有一个历史渐变过程，即朝鲜民族与中华民族双向认同的过程。”
［8］“朝鲜族对中国的认

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选择……他们对作为中国国民具有强烈的自豪感。”
［9］中国朝鲜族对中国

的国家认同，不仅是因为中国认可并接受了他们，给予他们土地和身份，更重要的是他们曾在中

国这块土地上挥汗耕作、浴血奋战，这里是他们割舍不断的热土，他们的命运已经与中国紧紧地

联系在一起了。 

早期迁入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对开拓和建设东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19 世纪中期，清政

府为了挽救边疆危机，先后于 1875 年和 1881 年废除了对东边道边外地区和延边地区的封禁令，

开始招募关内的汉族流民。1885 年，清政府在延边地区的移民实边政策奏效甚微且边疆危机日

益加深的背景下，改招募汉族移民为招募朝鲜垦民，特划图们江以北长达七百里、宽四五十里的

地区为朝鲜垦民“专垦区”，以放荒、抚垦、免缴押荒钱等优惠条件招募广大朝鲜垦民。清政府

招垦实边政策和朝鲜族专垦区的设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朝鲜流民。朝鲜移民迁人东北以后，披

荆斩棘，刨地开荒，把荒凉空旷的东北边疆开拓为五谷丰登的良田。早在 1881 年延边地区刚刚

开禁时，朝鲜垦民就在图们江北岸开垦出八千余公顷土地
［10］。 

朝鲜族不仅开发了东北边疆，而且还在这片土地上普及了水田耕作技术，在水稻品种的引进

和试种方面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为中国东北地区的水稻种植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1］。据

统计，20 世纪 20 年代，延边、吉林、北满地区的所有水田，开源地区水田的 90%，通化地区、

兴京地区、奉天附近水田的 85%，抚顺地区水田的 80%，安东地区水田的 70%，都是朝鲜族开

发和耕作的
［12］。朝鲜族在东北地区的开拓和建设中的重大贡献，成为中国共产党确立朝鲜族社

会历史地位并制定对朝鲜族工作方针、原则的坚实基础和重要的依据。 

中国朝鲜族在形成对中国的国家认同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和中国其他兄弟民族共同进

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正是共同的战斗经历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认同，铸就了不可分割的血肉联

系。在抗日战争中，朝鲜族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是整个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 年 1

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正式组建。作为东北抗日联军基干队伍的一、二、

三军战士几乎半数是朝鲜族人，并且是在朝鲜民族聚居地发展壮大起来的。东北抗联领导者周保

中曾指出：“1932 年所建立的坚强的东满游击队和 1933 年所建立的强大的磐石游击队、珠河游

击队、密山游击队、汤原游击队、饶河游击队，都是由革命的朝鲜同志和革命的朝鲜群众所创建

的，后来他们发展成为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六、七军。第五军里也有不少优秀的朝鲜同

志”
［13］。在长达 14 年的东北抗日战争中，东北各地的朝鲜族人民与其他各兄弟民族一道，浴血

奋战，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延边地区抗日时期烈士共有 3,301 名，其中朝

鲜族烈士为 3,204 名，占抗日时期烈士总数的 97.06%。这里没有包括不知名的烈士和由于没有找

到家属而无法发放烈士证的烈士。在 366 名延边抗日时期女烈士中，朝鲜族女烈士为 360 名
［14］。 

1945 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朝鲜半岛光复。围绕着留在中国还是回到母国的问题，

朝鲜族经历了价值选择上的剧烈阵痛。一些在中国参加反日斗争或居住的朝鲜人开始回国，但对

大多数朝鲜族来说，他们在与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疆域和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他们的命

运已经和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所以，当中国革命的命运面临两种选择时，朝鲜族人民毫不犹豫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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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解放战争。在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朝鲜族参军人数共有 64,000 人，约占当时朝鲜族总人

口的 6%。由朝鲜族组建的武装部队先后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部队，参加了解

放吉林、四平、长春、锦州、沈阳等地的重要战役。辽沈战役胜利后，他们又跨过长城，参加了

平津、中南战役，一直打到重庆、广西、海南岛。他们在战场上英勇善战，涌现出许多战斗英雄

和模范兵团。在解放战争中，在 110 万东北朝鲜人中，就有 62,942 名热血青年参加了人民军队，

其中有 3,550 多名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吉林省 2,662 名，松江省 521 名，辽宁省 264

名
［15］。在党的领导下，朝鲜族人民为全国的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

国政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

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中国朝鲜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踊跃

投入抗美援朝战争的热潮中。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国朝鲜族指战员共两万余人。在抗美援朝战

争中，许多中国朝鲜族人民的优秀儿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仅延边地区就有 6,981 名烈士，

其中 98%是朝鲜族
［16］。 

中国朝鲜族人民在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逐渐把本民族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密切联系

起来，在共同的斗争中建立和加强了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血肉联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

的建立作出了积极贡献。不过，由于这一时期中国朝鲜族革命所具有的“双重使命”的性质，他

们的国家认同意识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程度的双重性。同时，朝鲜半岛分裂以及随后朝鲜战争的

爆发，又使朝鲜族的双重国家认同带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即无法确定自己的故国应该是北韩还

是南韩。但毋庸质疑，中国朝鲜族曾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成员跨过鸭绿江为北韩而战，无疑明晰

并坚定了这样一种意识，即他们是属于中国而不是朝鲜半岛国家。可以说，“中国朝鲜族的中华

爱国主义情结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经历了由双重到单一、由模糊到明确的发展过程。”
［17］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朝鲜族国家认同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国家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逐步

淡化，国家认同的纽带也自然发生改变。从中国朝鲜族对于中国的认同上看，朝鲜族国家观的形

成基本是基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记忆而建构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共产主义”这种带有普

遍性和抽象性的价值观与信仰的教育，成功地越过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价值观的界限，建构

起了中国境内的朝鲜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流价值观——共产主义的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
［18］。

而改革开放后，中国朝鲜族作为跨境民族而有别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特征也越发突出起来。

“韩国梦”引发的出国务工大潮，不仅是近来影响中国朝鲜族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也

使得中国朝鲜族的国家认同问题凸显起来，引起了中外学界的关注。 

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 1992 年中韩建交以来，在国际交流不断扩大和韩国的劳动力需求不

断上升的背景下，巨大经济利益的吸引、语言相通的天然优势使得中国朝鲜族大规模访韩成为可

能。朝鲜族开始以探亲、劳务输出、国际婚姻、非法偷渡等各种途径涌入韩国。截止 2009 年初，

到韩国打工的朝鲜族人口数达到 36 万人，这相当于我国朝鲜族总人口的近 1/5
［19］。朝鲜族赴韩

后，主要从事当地人不愿从事的工作。由于他们中大多数是非法居留者，所以不能得到应有的工

作保障，不能依靠政府改善工作条件，不能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不仅遭到韩国雇主拖

欠工资、诈骗、暴行等不公平待遇，而且还时刻处于担心被强制驱逐出境的恐惧之中。在同韩国

的朝鲜民族接触交往中，中国朝鲜族既看出他们之间的某些共同特点，也发现了他们之间因生活

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下造成的价值观、心理、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20］。生活和文化上的差

异让朝鲜族在韩国充满了异乡感。对于那些来到韩国的朝鲜族来说，在韩国的生活是他们为了达

到目的而必须承受的苦难过程，他们努力适应韩国的生活就是为了能最后顺利离开韩国，回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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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享受幸福生活
［21］。“韩国梦”不仅没有拉近朝鲜族与韩国的感情，反而使他们认识到与韩国人

的差异甚至冲突，加深了自身对中华民族的归属
［22］。 

中国朝鲜族在韩国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使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与韩国之间的差异和隔

阂，他们在对韩国抱怨、失望的同时，也开始反思自己身份和归属问题。有关朝鲜族身份认同意

识的讨论在中国朝鲜族社会中得以广泛展开。1995 年 3 月到 9 月，《黑龙江新闻》（朝鲜文）以

“我们（中国朝鲜族）的心属于哪里？”为题，进行了旨在究明中国朝鲜族生存姿态和发展方向

的征文大赛，得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回应，反响极大。经过长达半年的大讨论得出的结论是：

毫无疑问，我们是中国国民。国境线另一端的半岛虽然是我们的故国，但终究不过是某种安慰罢

了，他们并不能为我们创造政治和生活上的决定性的条件和环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注定了

是中国人。 

在有关中国朝鲜族身份认同和归属的大讨论中，朝鲜族的作家和学者们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和

引导作用。朝鲜族著名学者郑判龙教授把中国朝鲜族比喻为嫁到婆家（中国）的朝鲜的女儿，中

国是她丈夫的家：“既然我们嫁过来和公婆生活在一起，我们就应该遵循丈夫家里的传统，服侍

好公婆，和自己的娘家保持距离。既然我们跨过了图们江生活在中国，我们就应该遵守中国的法

律，尽量不要做伤害生活在那里的人的事。”
［23］朝鲜族学者金元石从民族来源、历史范畴、民族

特征、地理特点、国家属性等方面，全面论述了中国朝鲜族的含义，提出中国朝鲜族不仅是迁入

民族、近现代民族、跨界民族、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也是世界朝鲜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国籍上来讲，朝鲜族是中国的公民，是中国人，而不是“朝鲜人”。“朝鲜人”在当今之世，是

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该把朝鲜人、韩国人、中国朝鲜族区别开来
［24］。 

朝鲜族女作家许莲顺创作的小说《无根花》（朝鲜文）以中国朝鲜族洪志夏一家为了“寻根”

而踏上故国寻找祖父的故事为主线，真实刻画了他在韩国经历的悲痛、冷遇和压抑，深入剖析了

中国朝鲜族在与现代韩国和韩国文化接触过程中感受到的矛盾与苦恼，表达了朝鲜族对韩国的失

望以及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困惑：“我是无根花，从一个地方飘到另一个地方，漂无所依……我在

风起风落之间往来于两个世界，但任何地方都不是我的落脚之处。对另一个世界的怀念、遗忘、

乡愁、仇恨让我痛苦不堪。我从此地飞到彼地，永无停歇。我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又从两个世界

中逃离。我是谁？”
［25］ 

朝鲜族作家金在国在其《韩国一无所有》一书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韩国的失望，并表达

了强烈的中国认同意识：“生育之爱和养育之爱对我来说同样宝贵。韩国因日本帝国主义的缘故

没能养育自己的孩子，是中国毫无怨言地将我们这些失去母亲的孩子抚养成人。我不仅是韩国的

儿子，也是中国的儿子……也许有人认为，身为中国朝鲜族是可悲的，因为他们在朝鲜半岛得不

到待见，在中国也不被认可……但是，在中国至少还有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而韩国却根本没有什

么对朝鲜族的优惠政策或方案……只有到了韩国，大多数朝鲜族才意识到他们是中国人。”
［26］ 

可以说，中国朝鲜族特别是到韩国打工的朝鲜族的国家认同的稳定和加强，主要是因为他们

在韩国主要从事经济活动，追求的是财富的获得和积累，而他们在韩国感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对

韩国制度、文化的心理上的不适和冲突，不仅影响到他们融入当地社会，从而不断强化原有的认

同；更重要的是，近来中国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强大的经济实力，是给国民带来一种

前所未有的自豪感
［27］。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族人口较大规模地到韩国工作虽然只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但

长此以往，经济上的认同是否会影响到国家认同？是否会带来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绪？另外，随着

国家认同的增强而强化，朝鲜族的族群认同反而因跨国民族文化交流导致了危机，难免会影响到

国家凝聚力与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虽然中国朝鲜族在目前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是鲜明强

烈的，但是随着全球化过程中朝鲜族频繁而又大规模国内外流动以及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其问

题必然会更加具有敏感性、特殊性、复杂性和模糊性，朝鲜族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纽带应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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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来维系？这些问题是中国朝鲜族今后面临和解决的一大课题，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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