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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创新国家建设的文化政治理论 

 

任何现代国家都必需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基于公民身份的、得到社会广泛认同的政治共同

体。然而，虽然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身份是简单而明确的，但对于任何一个公民个体来说，附着在

公民身份之上的并非仅仅是国家认同，也有族群的、宗教的、地域的以及家族的或职业的多重维

度的各种身份认同。 

1949 年之后，中国的国家建设道路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这种实践融汇了中华文

明传统和现代性，不仅成功地以现代方式整合了国家，使国家获得空前的发展，而且大大强化了

传统帝国覆灭之后中国人拥有的一种新的共同的身份认同——即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身

份认同。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并非族裔特性，而是国家政治。现代中国

是在中华文明传统的基础之上演进出来的政治体，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历经基督教现代性的百

年冲击之后，当代中国不仅代表着中华文明统一政治体的历史延续，也标示着这个海纳百川的古

老文明正在现代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机。换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的中国人”的统称,

是超越文化与族裔的政治共同体。 

 

 

【论  文】 

浅析 2017 加泰罗尼亚“独立”事件所予之警示1 

——加泰“独立”公投与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nation）共同体意识建构之关系 

 

叶  江2 

 

内容提要：本文全面分析和考察形成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公投事件的原因，深入探讨

多民族国家西班牙在强化“国家民族”或“一体层次民族”（nation）共同体意识上的失误所给予

的警示，认为正是因为西班牙在强化国家层面的“国家民族”（nation）共同体意识上的失误，才

最终导致 2017 年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公投危机。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多民族

国家中各民族必需牢固树立“国家民族”或“一体层次民族”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有效地维

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恰恰就是维护同样也是多民族国家的我国

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不二法门。 

关键词：西班牙  加泰罗尼亚  独立公投  国家民族  一体层次民族 

 

2017 年 10 月 27 日，欧洲多民族国家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根据 10 月 1 日被西班

牙中央政府宣布为非法的“独立”公投结果，宣布加泰罗尼亚“独立”。但是，西班牙中央政府

迅速根据《西班牙宪法》第 155 条，解散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罢黜自治区领导层、全面接管

自治区政务，并宣布 12月 21日举行自治区地方议会选举。欧美主要国家也一边倒地支持西班牙

政府，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在西班牙监察机关提出将以煽动叛乱罪与叛乱罪逮捕与起诉独

派领导人、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卡莱斯·普吉德蒙特（Carles Puigedmont）后，普吉德蒙特

                                                        
1 本文刊载于《学术界》2018 年第 1 期，第 67-75 页。 
2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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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出逃比利时并在布鲁塞尔宣称：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运动应该慢下来，以免出现动乱。由此，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本轮“独立”危机似暂告平息，但是，加泰罗尼亚的分离问题却没有得到根

本解决。2017 年 12 月 21 日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选举的结果显示：主张“独立”的 3 个党派共

获得议会中全部 135个议席中的 70席，以微弱优势维持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坛的多数派地位。1 

由此可见，加泰罗尼亚“独立”危机似远没有结束。本文将从探析形成加泰罗尼亚“独立”事件

的原因及其警示入手，就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树立“国家民族”或“一体层次民族”（nation）2的

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做简要分析，并进一步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

维护我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一、对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起因的几种分析及其欠缺之处 

 

由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公投危机是 2017 年十分引人瞩目的全球性事件，因

此，针对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此次“独立”公投事件的原因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颇为广泛的讨论。概

括而言，目前人们总结的原因大抵为下述几种。 

其一、认为加泰罗尼亚有别于西班牙的独特文化、历史、语言等是加泰罗尼亚追求独立的根

源；其二、强调 20 世纪 30 年代西班牙弗朗哥独裁政府对加泰罗尼亚的暴政是促使加泰罗尼亚人

矢志追求独立的重要原因，而本次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就是反法西斯的继续；其三、归之于经

济因素，指出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最为富庶的地区，以占西班牙 16%的人口，贡献近 20%西班牙

的 GDP，25.6%西班牙的出口总额，20.7%的西班牙对外投资，但是其财政权却掌握在西班牙中

央政府手里，因此只有通过独立才能让加泰罗尼亚人过上好日子；其四、归因世界与欧洲的经济

形势，认为 2008 年以来因世界金融危机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西班牙经济遭受沉重打击、

复苏缓慢、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经济发展虽然好于全国水平，但是同样失业率居高不下，地方政

府债台高筑，于是从西班牙分离出来独立建国成为加泰罗尼亚摆脱经济困境的最佳选择；其五、

认为西班牙中央政府在处理加泰罗尼亚问题上的进退失据——早先在佛朗哥独裁统治结束之后，

为建立民主政体对加泰罗尼亚分离运动过渡让步、甚至纵容，而近年来则针对分离运动的强势崛

起单方面收紧自治权是本次“独立”运动的导火索。3 

应当承认，以上种种对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危机的分析都有其道理，能给人以相当的

启示。但是，这一系列分析似没有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作为多民族国家的西班牙在建

构“国家民族”或“一体层次民族”（nation）认同和促使国内各民族树立“国家民族”或“一体

层次民族”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上所出现的失误是导致此次加泰罗尼亚“独立”危机的近乎根本性

的原因，而这恰恰是 2017 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事件所给予我们最为重要的警示。 

 

二、西班牙在强化“国家民族”或 

“一体层次民族”（nation）共同体意识上的失误 

                                                        
1 《西班牙：加泰议会选举结果表明“独立”危机远未结束》，中青在线：

http://news.cyol.com/yuanchuang/2017-12/22/content_16801694.htm   
2 中文“民族”既可以表述国家层次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称之为的一体层次的民族（nation），也可以表述一国之

内在国家层次之下，也就是费孝通先生称之为的多元层次的民族（ethnic group 或 nationality），本文中的“国

家民族”或“一体层次民族”所表述的就是西语“nation”概念。 
3 参见：Harriet Alexander and James Badcock, “Why does Catalonia want independence from Spain?”, 

Telegraph:http://www.telegraph.co.uk/news/0/does-catalonia-want-independence-spain/, 10 October 2017; “Why do 
many Catalans want to secede from Spain”, 

Quora:https://www.quora.com/Why-do-many-Catalans-want-to-secede-from-Spain董一凡:《加泰罗尼亚“独立”应

对中的西方优先色彩》，中国网：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57_173757.html，2017-11-01  

http://news.cyol.com/yuanchuang/2017-12/22/content_16801694.htm
http://www.telegraph.co.uk/authors/harriet-alexander/
http://www.telegraph.co.uk/authors/james-badcock/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0/does-catalonia-want-independence-spain/
https://www.quora.com/Why-do-many-Catalans-want-to-secede-from-Spain
http://opinion.china.com.cn/javascript:searchTag('%E8%91%A3%E4%B8%80%E5%87%A1')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57_1737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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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的多民族国家，除了为数不多的承认本国国内存在着多个可以通过合法途径独立建

国的“国家民族”（nation）的国家，如北美的加拿大、欧洲的英国、瑞士、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等，

绝大多数都强调本国国内的各民族并非可以独立建国的“国家民族”（nation）。除了很少部分如

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这一类多民族国家基本都强调在本国内的各民族之上必须建构统一的国家

层面的“民族”（nation）即“国家民族”。根据费孝通先生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所提出的“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中文“民族”概念可划分为两个层次——“中华民族”层次或“一体层次”

的“民族”与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五十多个民族”层次或“多元层次”的“民族”。1 这

也就意味着，费孝通先生所言之“一体层次民族”也就是国家层次上的“国家民族”（nation）。

虽然不论是“多元层次民族”还是“一体层次民族”/“国家民族”，在中文都称之为“民族”，

但两者的区别却十分明显，即前者与建立国家无缘，而后者则可直接建立国家。 

毫无疑问，在否认本国国内存在多个可以通过合法途径独立建国的“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内，

各民族必须通过建构统一的“国家民族”或“一体层次民族”的民族认同和树立、培养“国家民

族”或“一体层次民族”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来强化各民族对自己所处的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

北美洲的美国、墨西哥，南美洲的巴西及绝大多数的其他拉美国家，亚洲的印度、非洲的南非等

等都属于这一类多民族国家。从理论上而言，地处欧洲的西班牙也应该属于这一类多民族国家。

与同样为欧洲国家的英国不同，西班牙并不像英国那样，在中央政府层面承认本国国内存在着多

个可以通过合法途径独立建国的“国家民族”（nation），而是强调在本国内的各民族之上必须建

构统一的国家层面的“民族”或一体层次的“民族”（nation） 

在西班牙实现民主化之后的 1978 年所颁布的《西班牙宪法》中，对西班牙多民族国家的统

一与“国家民族”的存在作出了明确的宣示：“宪法建立在西班牙民族国家（nation）的不能分解

的整体基础之上，它是所有西班牙人（Spaniards）共同和不可分割的祖国。”2 由此可见，从西

班牙宪法层面看，作为多民族国家的西班牙，其国内各民族都不是可以独立建国的“国家民族”

（nation），而西班牙的“国家民族”（nation）只有一个，即西班牙宪法所界定的“Spaniards”这

一“一体层次”或“国家性”的民族，也就是西班牙民族（Spanish nation）。然而，尽管有宪法

的明确规定，但是，长期以来西班牙在建构统一的“国家性”，或“一体层次”的“民族”——

“国家民族”（nation）以及加强与之紧密相关的“国家民族”或“一体层次民族”的民族认同

（national identity）和树立“国家民族”或“一体层次民族”的民族共同体意识（national sense of 

community）等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导致产生了中央政府坚持本国不存在多个可以独立建

国的“国家民族”，而各地方自治区却认为西班牙是由多个“国家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的奇

特现象。 

1978 年颁布了的《西班牙宪法》一方面强调了西班牙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及不可分裂

性，同时也强调作为“国家民族”的西班牙民族（Spaniards）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承认和保障由

西班牙的各民族（nationalities）和各地区（regions）组成自治政府和各民族及各地区之间的团结。
3 为此，《西班牙宪法》的第八部分第三章就自治共同体设定 15项法条（143 至 158 条）对各民

族地区自治政府的建构做具体的法律规定。《西班牙宪法》确认：“为了行使宪法第 2条所承认的

自治权利，那些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与经济特点的相邻省份，那些曾经是历史地区单位的岛屿

区和省份，可以按本章的规定和各自的条例实行自我统治,组成自治共同体。”4 但同时强调：“如

                                                        
1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 4期，第 3-21页。 
2 Spanish Constitution，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sahmanadrutyunner/ispania.pdf 
3 Spanish Constitution，第 2 条，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sahmanadrutyunner/ispania.pdf 
4 Spanish Constitution，第 143 条，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sahmanadrutyunner/ispania.pdf 

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sahmanadrutyunner/ispania.pdf
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sahmanadrutyunner/ispania.pdf
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sahmanadrutyunner/ispani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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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某个自治共同体不履行宪法或其他法律给它规定的义务,或者它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西班牙整体

利益，政府将先行质询自治共同体主席；如果质询不被重视，经参议院绝对多数票通过，政府可

采取必要的措施强制该自治共同体必须履行前述义务或保护前述整体利益。”1 

尽管《西班牙宪法》在给予各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同时，用宪法第 155条限制民族地区政府的

损害西班牙整体利益的行动，但是，该宪法却没有在加强多民族国家西班牙国内各民族的西班牙

“国家民族”认同、以及培育西班牙国家民族（nation）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做具体的规定。 

首先、1978 年《西班牙宪法》并未将建构西班牙国家层面或一体层次的“民族”（nation）

与西班牙整体利益相互联系起来，仅强调西班牙国家的统一与不可分裂，而没有关注建构西班牙

“国家民族”（nation）在维护西班牙国家统一中的根本作用。在该宪法中，“Spanish Nation”共

出现两次，但主要表述的是“西班牙国家”而非专门表述“西班牙民族”。不仅如此，《西班牙宪

法》第 2 条规定：“宪法承认和保障构成西班牙国家的各民族和各地区的自治权和相互间休戚与

共。”2 但是，与此同时却没有明确规定西班牙各民族必须承认自己是西班牙“国家民族”的一

份子。 

其次、虽然 1978 年《西班牙宪法》反复强调西班牙是所有西班牙人（Spaniards）的祖国，

并且否认西班牙国内存在数个国家层面的“国家民族”（nation），但是却并没有在法理上强制规

定各民族自治地区人们群体必须拥有西班牙人或西班牙民族认同（Spanish national identity）以及

必须树立“一体层次”或“国家层次”的西班牙民族共同体意识。该宪法第八部分第三章有关自

治共同体的 15 项法条没有一条谈及各民族自治区政府应该如何在实行民族自治的同时加强各民

族对西班牙国家民族（Spanish Nation）的认同。 

再次、该宪法用“Spanish Nation”表述西班牙民族国家并间接地表述西班牙国家民族，用

“Spaniards”表述全体西班牙全体人民，同时用“Spanish nationality”表述西班牙国籍，3但在表

述可以组建地区自治政府的各个“民族”时则用“nationality”的复数形式“nationalities”，这在

一定的程度上模糊了西班牙的“国家民族”（nation）与“国家民族”层次之下的各民族

（nationalities）之间的界限，并使得各自治区的民族（nationalities）具有了某种国家层次民族

（nation）的意涵。由此，这就为西班牙各自治区的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片面强调本“民族”

（nationality）的民族认同及民族共同体意识、渲染本民族（nationality）就是国家民族（nation），

同时贬抑乃至否定自身的西班牙国家层面的“一体层次民族”或“国家民族”（nation）的民族认

同和民族共同体意识打开了方便之门。 

更为严重的是，自西班牙颁布 1978 年《西班牙宪法》之后，为强调民主、人权和政治多元

化，西班牙中央政府对各民族地区自治政府强化本民族认同和民族共同体意识、弱化西班牙国家

层面或一体层次层面的“国家民族”（nation）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为十分姑息，以

致对诸如加泰罗尼亚地区不断上升的认为加泰罗尼亚民族就是“国家民族”的舆论没有采取有效

的反制措施。2015 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书商协会表示，当年 9 月开始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学生

教科书中将不再出现西班牙语，而只有加泰罗尼亚语，以及英语、法语或德语的附录。然而根据

《西班牙宪法》第 3 条（1）的规定，“卡斯蒂利亚语（就是西班牙语，作者注）是西班牙国家

                                                        
1 Spanish Constitution，第 155条 1，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sahmanadrutyunner/ispania.pdf 
2 Spanish Constitution，第 2条，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sahmanadrutyunner/ispania.pdf 
3 参见：Spanish Constitution: “PART I，Fundamental Rights and Duties, CHAPTER 1，Spaniards and Aliens, Section 11, 

(1) Spanish nationality shall be acquired, retained and los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law.” 《西班牙宪

法》：“第一部分，基本权利与责任，第 1 章，西班牙人与外国人，第 11 条，（1）根据法律的规定确定西班牙

国籍的获得，保持与失去。”Spanish Constitution，第 2条，
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sahmanadrutyunner/ispania.pdf 

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sahmanadrutyunner/ispania.pdf
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sahmanadrutyunner/ispania.pdf
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sahmanadrutyunner/ispani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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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语言。所有西班牙人都有义务掌握卡斯蒂利亚语,并有权使用它。”1 显然，加泰罗尼亚地

方当局的这一做法是违宪的。西班牙教育大臣伊尼戈·门德斯·德比戈就此会见了加泰罗尼亚地

区教育部门负责人伊雷妮·里高。在会见过程中，德比戈听取了里高的陈述和解释，并表示希望

加泰罗尼亚政府能够依法办事。但是，里高却表示希望德比戈能理解，中央政府的某些法案是地

方政府无法完全执行的，地方政府的协议也应对法律的执行产生影响。2 然而之后西班牙中央政

府并未采取强有力的法律措施来纠正这一有损于加强西班牙国家层面民族认同的举措，致使西班

牙官方语言在加泰罗尼亚被完全冷落。 

另一方面，西班牙中央政府基本没有在树立国内各民族的西班牙“国家民族”或“一体层次

民族”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做具体的工作，以为只要有强调“西班牙民族国家（nation）的不能

分解”的《宪法》在，西班牙国内分离主义势力再闹也难以分裂国家。然而，这一切恰恰为西班

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分离活动开启了方便之门，在很大的程度上，从 2005 年开始的加泰罗尼亚

自治区制订新《自治条例》的过程就能说明“国家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弱化如何一步步导致西班

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危机的形成。 

 

三、西班牙“国家民族”（nation）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弱化 

导致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危机 

 

2005 年 9 月 30 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通过决议决定修改原有的《自治条例》

（Statute of Autonomy of Catalonia）。这次修改《自治条例》的计划是在西班牙国家层面的“国家

民族”或“一体层次民族”的民族意识弱化，加泰罗尼亚民族自身的“国家民族”意识不断增强

的背景下展开的。1932 年，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期，加泰罗尼亚首次获得实施《自治条例》。

自 1936 至 1939 年的西班牙内战终结之后，西班牙佛朗哥独裁政权废除了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条

例》。随着 20世纪 70年代西班牙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在 1978 年《西班牙宪法》颁布实行之后不

久，加泰罗尼亚于 1979 年开始实施第二部《自治条例》。2005 年开始的修改《自治条例》进程

就是对加泰罗尼亚的 1979年《自治条例》进行全面的修正。 

1979 年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条例》明确提出：“本条例是加泰罗尼亚集体认同的表达，并在

与其他民族和地区自由团结的背景下界定了其机构及其与西班牙国家的关系。这种团结是西班牙

所有人民真正团结的保证。”3 显然该《自治条例》在强调加泰罗尼亚的民族认同的同时，还十

分关注西班牙人民的团结，这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表达出加泰罗尼亚民族对西班牙国家层面的

“国家民族”或“一体层次民族”有相当程度的认同感。然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在 2005 年启

动的对 1979 年《自治条例》的修改，实际上就是要去除加泰罗尼亚对西班牙的“国家民族”的

民族认同，从而确立加泰罗尼亚自身的“国家民族”的民族认同。 

在 2005 年 11 月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提交给西班牙议会审议的《自治条例》修改草案中，

一方面该新的自治条例承认：“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是建立在宪法基础之上的，”但紧接着强调：加

泰罗尼亚自治“也是加泰罗尼亚人民的历史权利，在宪法的框架内本条例承认自治区具有独特的

地位。加泰罗尼亚希望在承认和尊重西班牙人民身份多样性的国家框架内发展其政治人格。”4 不

仅如此，该《自治条例》修改稿中还强调：“加泰罗尼亚议会在反思加泰罗尼亚公民的感受和愿

                                                        
1 Spanish Constitution，第 3条，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sahmanadrutyunner/ispania.pdf 
2 参见新华网：《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禁止教科书使用西语》，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7/29/c_128072867.htm 
3 1979 Statute of autonomy of Catalonia，Preamble，https://web.gencat.cat/en/generalitat/estatut/estatut1979/ 
4 Text of the Statute approved in 2006，https://web.gencat.cat/en/generalitat/estatut/estatut2006/preambul/ 

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sahmanadrutyunner/ispania.pdf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7/29/c_128072867.htm
https://web.gencat.cat/en/generalitat/estatut/estatut1979/
https://web.gencat.cat/en/generalitat/estatut/estatut2006/preamb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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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同时，将加泰罗尼亚定义为一个 nation（国家民族）。”1 十分明显，这是否定西班牙中央政

府始终坚持的西班牙虽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是国内不存在多个“国家民族”（nation）的基本

国策。然而，当时的西班牙国家议会和工党政府对此的反应却很令人意外。 

首先，西班牙议会（Spanish Congress of Deputies）内的各党派代表除了右翼人民党外都对加

泰罗尼亚新《自治条例》草案表示接受，尽管该新的《自治条例》宣称加泰罗尼亚是一“国家民

族”（nation）。其次，2006年 1月当时的西班牙首相社会主义工人党领袖约塞·路易斯·罗德里

格兹·扎帕特洛（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反对党领袖阿图·马斯（Artur 

Mas）就“国家民族”（nation）的定义达成一致，并在“将加泰罗尼亚定义为国家民族（nation）”

之后加上“西班牙《宪法》第二条认定加泰罗尼亚是一个民族（nationality）这一国家现实。”2 最

后、2006年 5月 10 日经过稍稍修改，但却保持将泰罗尼亚定义为“国家民族”（nation）条文的

新《自治条例》草案在西班牙议会通过（议会中反对党右翼的人民党和加泰罗尼亚持极端分裂主

义态度的议员投了反对票），然后于 6月 18 日在加泰罗尼亚经过全民公投获得确立。 

鉴于新加泰罗尼亚《自治条例》中有明显的违宪内容，当时在野的坚持走西班牙统一路线的

右翼人民党对之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而西班牙其他自治地区也因为该自治条例不顾及西班牙其余

地区的利益也深表质疑。为此人民党向西班牙宪法法院提出审议该新《自治条例》是否违宪。西

班牙宪法法院经过长达六年的审理之后，在 2010 年 6 月 28 日通过投票以 6 比 4 的多数判定该自

治条例序文中所用术语“nation”（国家民族）来表述加泰罗尼亚并不具备法律意义，因为《西班

牙宪法》明确规定西班牙民族国家是“不可分解的整体”——所有西班牙人都从属同一个“国家

民族”（nation）——西班牙人（Spaniards）。同时宪法法院还将该自治条例中诸如强调加泰罗尼

亚高等法院是加泰罗尼亚法律体系中的最高法院、规定加泰罗尼亚语应称为教学语言等条款判定

为违反宪法。但是在该新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条例》的 200 多条规定中只有 14 条最后被宣布违

宪，这很有点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感觉。 

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西班牙宪法法院的这一反应之外，西班牙中央政府并没有更进一步的

任何措施来加强西班牙各自治区，尤其是加泰罗尼亚地区各民族的西班牙“一体层次民族”或“国

家民族”（Spanish Nation）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此，尽管西班牙宪法法院认为加泰罗尼亚新《自

治条例》中的“nation”（国家民族）不具备法律意义，但是，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势力依然继续

强调加泰罗尼亚民族就是可以实行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 determination）而建立自己国家的“国

家民族”（nation），并且在分离主义势力的影响下，接受这种观点的加泰罗尼亚人日益增多。由

此完全无视自身的西班牙民族认同与西班牙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大行其道。 

也正是在西班牙各民族自治地区，其中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自治地区日益淡化的西班牙国家

层面的“国家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和西班牙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背景下，加泰罗尼亚

的分离主义运动日益强化。根据分离主义者的观点，西班牙国内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不需要建构西

班牙国家层面的民族认同，更不必树立西班牙民族共同体意识，因为加泰罗尼亚民族就是西班牙

国家内部具有国家性质的“国家民族”。既然西班牙中央层面根本没有措施促进加泰罗尼亚民族

去建构、培养西班牙国家层次的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么为什么就不可以试着通过民族自决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的途径，比如通过自治区政府自行决定的全民公决来建立独立于西

班牙的巴塞罗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于是，2014年 1月，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通过一份

关于加泰罗尼亚应作为独立政治主体的声明，并向西班牙宪法法院提交该声明。2014 年 3 月，

西班牙宪法法院裁定：根据西班牙宪法，西班牙自治区不可以通过全民公投决定是否作为西班牙

一部分，因此裁定这份声明无效；4 月西班牙议会也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

                                                        
1 Text of the Statute approved in 2006，https://web.gencat.cat/en/generalitat/estatut/estatut2006/preambul/ 
2 Text of the Statute approved in 2006，https://web.gencat.cat/en/generalitat/estatut/estatut2006/preambul/ 

https://web.gencat.cat/en/generalitat/estatut/estatut2006/preambul/
https://web.gencat.cat/en/generalitat/estatut/estatut2006/preamb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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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有关“独立”公投的法案。然而，尽管如此，西班牙中央政府却并没有进而采取强硬措施

加强包括加泰罗尼亚在内的各自治区人们的西班牙民族认同和西班牙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样的

形势下，2014 年 9 月加泰罗尼亚议会通过一项法律，准许加泰罗尼亚举行公投来决定自己的命

运。虽然在西班牙各方压力下，2014年 10月，当时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马斯宣布暂时放弃

11 月 9 日的独立公投，但是却决定以“新的形式”即用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就加泰罗尼亚政治

未来的公民参与投票”（the Citizen Participation Process on the Political Future of Catalonia），也

就是所谓的“象征性公投”来替代有法律约束力的全民公决。 

奇怪的是，西班牙中央政府居然对这次“象征性公投”眼开眼闭，任其在 2014 年 11 月 10

正式举行。于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甚嚣尘上，而加泰罗尼亚民族的西班牙“国家

民族”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日益淡薄。2015 年 11月 9日，在所谓的“象征性公投”以多数赞成

加泰罗尼亚独立而告终之后一周年之际，新一届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投票批准从西班牙独立的

决议，通过所谓的“独立宣言”，并推出了所谓的独立路线图，期望在 18个月内从西班牙独立，

成立一个新的共和国。2017 年 1 月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主席普吉德蒙特组织召开会议，强推加

泰罗尼亚正式的就独立问题的全民公投。经过不断地造势和推进，当年 9 月 6 日加泰罗尼亚议会

再度通过“独立公投法案”。尽管在西班牙政府的要求下，西班牙宪法法院再度宣布加泰罗尼亚

举办“独立公投”为违宪行为，并且采取强力措施力阻共同，但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依然在

2017 年 10 月 1 日举办公投，并于 2 日凌晨宣布，90%的选票支持加泰罗尼亚成立独立共和国。

虽然西班牙总理首相人民党主席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代表中央政府宣布公投无效，

但是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事件还是导致产生举世瞩目的加泰罗尼亚极有可能从西班牙分离出

去的危机，且这一危机的高潮虽然因西班牙中央政府的强硬反制举措、以及西欧北美各大国对加

泰罗尼亚独立公投的一致反对而跌落，但是却并未完全终结。 

 

四、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nation）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利器 

 

从上述的简要讨论可见，2017 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事件给予我们最重要的警

示为：在多民族国家中树立、培育、加强和铸牢“国家民族”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国家统一

的利器。很明显，如果作为多民族国家的西班牙从 1978 年制订《西班牙宪法》之后，就根据该

宪法所强调的西班牙是“所有西班牙人（Spaniards）共同和不可分割的祖国”的法律条文，坚持

全面地在全国各民族中推进“一体层次民族”或“国家民族”（nation）的民族认同，树立、培养

和筑牢西班牙“国家民族”的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么诸如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分子的“独立活动”

就很难成气候，更不用说掀起震惊世界的分离行动大浪了。 

同样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我国，在坚持“一体层次民族”或“国家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培养和

铸牢“一体层次民族”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就与西班牙截然不同。我国《宪法》开宗明义地指

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同时，自中国共产党第

十六全国代表大会起，经过各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都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2这就意味着，在作为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内部，所有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论自身的民族身份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必

须具有明确的“一体层次民族”或“国家民族”（nation）——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以及必须牢

固地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很显然，通过强调执政党是多民族国家之中“一体层次民族”或

“国家民族”的先锋队，并且所有的党员必须具备强烈的“一体层次民族”或“国家民族”的民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制出版社，2015 年版。 
2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10 月第版，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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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共同体意识，多民族国家中国在国内牢固地建构起“一体层次民族”或“国家民族”——中华

民族的崇高地位并坚定地确立国内各民族的“多元层次民族”或“亚国家层次民族”的地位，1 并

因此而有效地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由此观之，中国与西班牙虽然都是多民族国家，但是在维

护国家统一上所走的路径十分不同，且高下立现。 

更值得注意的是，自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高度，从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全局，针对我国民族工作做

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在关于做好民族工作方面提出了“积极培养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论断。2014 年 9 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首

次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说，2017 年 10 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

志再度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毫无疑问，在党代会工作报告中明确写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断，充分显示

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加强我国各民族团结及中华民族认同，乃至维护祖国统一和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间有着必然和重要的有机联系。 

要之，从 2017 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所提供的警示可见，在我国各民族中牢固

树立、积极培养、坚决铸牢作为“国家民族”和“一体层次民族”（nation）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必然是维护我多民族国家统一的不二法门。 

 

 

【论  文】 

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的伸缩3 
 

李  双4 
 

摘要：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蒙藏学生，限定为蒙藏地区的蒙藏两民

族；第二阶段是边疆学生，即采取属地主义，逐步扩大至数十个省份，又照顾到内地有志服务边

疆的汉族学生，但族际待遇差别明显；第三阶段是民族学生，实施属人主义，规定国内语言、文

化具有特殊性质者为施教对象。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的伸缩，反映了民族教育受益群体与非受

益群体、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多方博弈，及政府如何分类与识别国内少数民族并对其所作的利益安

排。 

关键词：民族学生；蒙藏委员会；属地主义；属人主义 

   

民族教育亦称少数民族教育，它关系着民族教育受益群体的划定、教育方式的选取、教学成

效的考核等。为此，学界和政府在研究推进民族教育时，首要面对与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界定民族

教育对象。然而，在多因素作用下，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一直在伸缩，这对民族教育政策的调

整、实施的效果及认识与理解等均产生了重大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学界常认为国民政府民

                                                        
1 有关我国 56 个民族是“亚国家层次民族”的讨论参见：马骏毅、席隆乾在《关于当今中国亚国家层次

民族概念及其英译的新思考——National ethnic unit：我国亚国家层次民族英译的新探索》，《广西民族研

究》2013 年第 2 期。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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