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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政治心理：西部地区公民 

有序政治参与的心理基础 

□谢俊春  [西北民族大学  兰州  730030] 
 

[摘  要]  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础。有

序政治参与必须符合坚持党的领导、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促进生产力发展、注重社会稳定与

和谐、遵守法律法规等原则。积极政治心理是有序政治参与的心理基础，它为实现有序政治参与提

供正确的政治价值、独立的政治人格、高度的政治认同和诚挚的政治情感。培育公民积极的政治心

理，必须推动传统政治心理实现向现代的转型，加强政治的社会化，促进政治意识建设，并对消极

政治心理主动进行矫正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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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地域宽广多彩、

历史积淀深厚、政治文化多元，在政治心理方面存

在着传统政治心理与现代政治心理陈杂、主政治心

理与亚政治心理同在、积极政治心理与消极政治心

理并存的基本特征。虽然积极政治心理在西部地区

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消极政治心理的负向作用

也不容忽视。2008年3月发生的“拉萨事件”、“阿坝

事件”、“甘南事件”说明，消极政治心理是目前西

部地区出现非制度政治参与问题的重要因素。实现

西部地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保持西部地区的社会

稳定，必须大力培育民众积极的政治心理，奠定其

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心理基础。 

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涵义与原则 

有序政治参与就是政治个体或团体要依据有关

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有秩序地参与政治。有序政治

参与属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范畴，是制度化政治参

与的具体体现，其根本要求是“有序”，“就是建立

和遵守法制，即合法化、理性化、程序化”[1]。有

序政治参与在肯定公民维护合法权益正当性的基础

上，要求公民在利益与要求主张中遵守法律和有关

制度的规定，维护法律尊严，遵守法律程序，立足

于理性思考和分析作出决策和采取行动，避免盲从

和暴力，在利益冲突中保持克制与忍让，用协商、

谈判和妥协的方式化解矛盾，自觉维护现存政治秩

序与社会稳定。 

西部民族地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符合以下

原则：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它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向政治体系输送政治资源，发

挥着政治沟通的作用；它通过自己的组织资源和其

他资源把社会利益要求转换为政府决策，发挥着政

治转换的作用；它利用自身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

统发挥着政治管理的作用；政党作为超大社会团体，

它横跨政府与公民之间，既是国家的代表，又是社

会的一员。因此，它履行着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及

公民个人均无法单独履行的调节国家与社会、政府

与公民关系的政治有序功能[2]。江泽民指出：“在我

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

衡、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要把十二亿多人的思想

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共同目标前进，必须有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力

量，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否则，一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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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四分五裂，不仅建设搞不起来，而且必然陷入

混乱的深渊”[3]。所以，公民的政治参与必须以坚

持党的领导为根本原则，而不是反对和否定党的领

导。二是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西部地区除了

朝鲜族、赫哲族、满族、达斡尔族、毛南族、高山

族等少数民族外，其他各少数民族都有聚居地，有

五十个少数民族聚居在西部地区，占我国少数民族

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西部地区又与多个国家接壤，

许多民族跨国而居，目前与接壤国家仍存在着一些

领土纠纷。历史发展表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

丧权辱国、人民遭殃。因此，西部地区公民有序政

治参与必须符合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原则。

三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标准不仅是

我们判断改革开放政策是与非的标准，也是判断有

序政治参与还是非秩序政治参与的标准。因为加快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使之逐步与全国的发展相

适应，必须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是实现其他社会发展目标的基础。促进生产力的发

展，尽快改变西部地区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是保

证少数民族有序政治参与的内在要求。四是注重社

会稳定与和谐。稳定压倒一切。如果没有一个稳定

的社会局面，今天这个游行示威，明天那个游行示

威，各利益主体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国无宁日，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无法顺利进行。如果发生动

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

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

内战的局面”[4]。内战必然是各霸一方，军阀混战，

血流成河，生产衰落，交通中断，大量难民拥向周

边国家，产生灾难性后果。所以，稳定与和谐的价

值也应该是有序政治参与所遵循的价值。五是遵守

法律法规。政治民主建设和公民法律意识的养成是

一项长期的、重大的系统工程，首先要加强立法工

作。实现有序政治参与不仅要在政治主体、政治行

为、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方面立法，而且要求经济

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立法工作也要

同步跟进。再就是要遵守法律。随着社会转型加速

期的到来，西部地区的社会构成、利益关系、人们

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都可能发生重大

变化，政治信息传递将加快，民众参政热情必然增

长，这些变化既可能是一种促进因素，也可能是一

种不稳定因素。因此，创建良好的法律秩序是实现

有序政治参与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同时，秩序还

是法律的首要价值。只有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预

测、引导和保障作用，公民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严

格遵守法律法规及其程序，才能确保民主政治进程

的有序性和协调性。 

二、积极的政治心理是有序政治参与的心

理基础 

积极的政治心理就是政治个体或团体在长期的

政治生活实践中积淀下来的有利于政治民主化与社

会和谐的一种不系统、不定型的、感性的心理反映，

表现为一定的政治动机、政治态度、政治情绪和政

治信念。西部民族地区绝大多数民众有爱国主义意

识和中华民族意识，对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有较高

的认同度，普遍具有民族团结心理和民族平等心理。

本课题组在新疆阿尔泰地区的调查显示，95%的调

查对象不希望社会发生动乱，都期望社会稳定和谐。 

积极政治心理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

具体表现在：第一，正确的政治动机是有序政治参

与的前提。政治个体的政治行为总是受政治动机支

配的。政治动机就是激励并维持人们去从事某种政

治活动以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力量。一般来说，与

政治行为有关的政治动机有权力动机、地位和声誉

动机、成就动机、交往动机、追求和实现社会理想

的动机等等。政治主体的政治动机并不是单一的，

而是多样的、复杂的，既有高尚的，也有卑劣的。

从实践效果看，既有顺应了历史发展要求的动机，

也有破坏社会和谐与安定，阻碍社会发展的动机。

西部民族地区公民政治参与的动机主流是好的、高

尚的，但是，也存在着极端个人主义、风头主义、

个人英雄主义、极端权力欲、民族分裂主义、宗教

极端主义、民族极端主义等不良政治动机。某些政

治势力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从而破坏政治秩序与

社会安定，导致政治参与的无序与混乱。如新疆四

大“东突”恐怖组织，就是以分裂祖国为动机，不

断制造恐怖事件，对新疆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安定构

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只有公民具备了以民族团结

与和睦、维护边疆巩固与安定为核心的政治动机，

才能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第二，独立的政治人格是

有序政治参与的基础。政治人格作为人格系统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政治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

认知，也是政治行为主体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出来

的独特的气质或特质”[5]。西部民族地区的民众过

去长期受专制制度、宗教文化的影响，再加上受制

于政治信息传播的广度、量度和速度，使得政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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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政治活动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不仅政治活

动和政治影响体现出垄断性、封闭性和地域性的特

征，而且造成了公民传统的依附人格、从众心理。

这种缺乏科学、理性和独立自主性的政治趋同现象，

使政治主体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和政治自主意识，

在政治活动中常常依附于家族势力、宗教势力和恶

势力，危及社会稳定。在“拉萨事件”中许多参与

者就是受分裂势力收买、唆使而参与了打、砸、抢、

烧犯罪活动。如果民众具备独立的政治人格，就会

对自身的政治责任和权利义务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在政治价值的判断上趋于理性，重视和谐价值和国

家政治稳定，追求政治行为的有序化。第三，现代

政治价值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根本。政治价值就

是指政治客体对政治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即包括

政治个体和政治组织在内的“政治人”即政治主体

对政治生活的需求。对政治价值的判断和评价是政

治行动的直接动机。西部民族地区面临的重要任务

是改变地区落后状态，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提

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民主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

为此，必须确立民主、平等、自由、公平、正义、

法治、和谐、稳定等政治价值，只有绝大多数公民

具备了这些现代政治价值观，才能在政治活动中对

一切政治事件和现象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从而作

出有利于自身的政治行为的抉择，自觉地维护政治

秩序，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第四，

高度的政治认知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关键。政治

认知是“人们对政治制度、组织、过程、目的、理

想、象征、政策、政治首脑、政治体系的运行机制

以及政治人的权利义务的主观反映”[6]75。政治认知

又分为事实认知和评价性政治认知。政治认知是政

治主体从事政治活动的关键。只有政治主体具备较

强的政治认知能力，对政治生活基本方面的规范、

知识有完备的把握，具备确切的政治价值观，才能

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从自己的独立思考出发，通过自

身的观察、分析得出结论，采取理性政治行为，克

服盲从和从众行为。本课题组在西藏那曲地区对农

牧民的调查显示，对“公民的权利有哪些？”的提

问，回答“不知道”的占65%，回答“知道一些”

的占10%，回答“知道”的仅占25%。能正确回答国

旗含义的只占调查对象的5%。可见，西部地区一般

民众政治认知的水平还不高。第五，积极的政治情

感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条件。政治情感是政

治人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

等方面所产生的内心体验和感受，是伴随着政治人

的认知过程所形成的对于各种政治客体的好恶之

感、爱憎之感、美丑之感、亲疏之感、信疑之感等

心理反映的统称[7] 。如果民众对现存政治客体表现

出厌恶、反感、怀疑和疏远的情感，就会出现非制

度政治参与，甚至出现暴力恐怖活动等极端非制度

政治参与，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相反，如果

民众对政治客体表现出热爱、喜欢、忠诚、高度认

同等积极情感，必然会克制自己的非理性行为，做

到尊重程序，遵守宪法和法律，实现有序政治参与。

本课题组调查显示，西部地区部分民众的单一民族

认同和宗教认同还高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教职人

员对他们的影响远远大于地方党政官员的影响。 

三、培育民众积极政治心理的具体途径与

方法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实现有序政治参与，保持

社会稳定与和谐就必须培育积极的政治心理。要使

少数民族公民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法治意识，即

“对政治制度、政治目的、政治过程、政治体系的

运行机制、政治首脑、政治决策、政治人的权利和

义务等高度认同，形成一种良好的政治共识，产生

积极进取的政治态度倾向；对政治制度、政治领袖、

国家和政府、宪法和法律、政党活动等衷心喜欢、

无限忠诚，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政治责任感，强

烈的政党和国家的归属感并积极参与政治；对政治

体系和政治活动进行价值评价时所依据的尺度是民

主、自由、平等、权利和法制，而不是传统的义务

本位、官本位、权力本位等级意识，传统价值观为

现代价值观所取代；对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

活动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并把这种政治理想转化

为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信条等等”[6]303。 

首先，要推动民族传统政治心理的现代转型。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因独特的经济生活、政治

制度、民族关系和民族历史以及风俗习惯、宗教信

仰、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形成了各民族传

统的政治心理。其中，热爱国家、抵抗外来侵略、

捍卫祖国统一的意识，在民族关系上互相尊重、互

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合作、平等往来的观念，

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等积极政治心理占主导地位。

同时，也存在着顺从依赖心理、疏离政治心理、权

力崇拜意识、宗法心理、民族隔阂心理和等级意识

等消极政治心理。这些消极政治心理极大地影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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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政治参与和社会稳定。实现传统政治心理的现

代转化型，就是弘扬传统积极政治心理，并根据时

代发展要求，赋予其现代内容与形式，把热爱国家

和捍卫祖国统一的政治心理引导到反对民族分裂主

义的斗争中去。同时，逐步消除传统消极政治心理

的影响，树立起主体意识、独立意识、平等意识、

有序参与意识、和谐意识和权利与义务意识等现代

意识，促使传统的民族政治心理中与现代社会不相

适应的成分不断减少，而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成分

不断增多，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实现民族政治心理

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根本性转变。因此，要进

一步推进西部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消除隔离

和封闭状态，使少数民族公民更广泛地参与市场经

济活动。同时，要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公民向内地

的择业性流动，关注他们的地域认同和社会融入，

在市场经济中改变他们消极的政治心理，促使他们

接受积极的政治心理，并赋予传统政治心理以新的

内容和形式，使少数民族的地域认同升华到中华大

地的认同，族群归属升华为向中华民族的归属。 

其次，加强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政治

社会化就是政治共同体通过社会化途径传播政治文

化，使其成员形成一定政治心理和相应的行为模式

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利用党的组织系统、各种

社会组织和各种传媒对西部地区的民众进行政治影

响和政治教育，使他们具备有序政治参与所必需的

政治态度、政治知识和政治目标等政治文化心理。

一是抓紧出版一批以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载体的

通俗易懂、形式多样的政治读物，针对幼儿、少年、

青年、中年和老年不同年龄段的社会成员进行政治

教育，使其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提高

其政治认知水平。在西部地区还要推广普通话，实

现双语化，消除政治信息传递和沟通的障碍。二是

不断更新政治社会化的内容和目标。要根据经济社

会发展的要求，剔除不合时宜的、陈腐的教条，积

极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规范，积极吸取现代民

主政治的内容，培育民众的政治兴趣，提高民众的

政治技巧，丰富民众的政治知识。要在西部地区广

泛进行国家认同、中华大地认同、政党认同、社会

主义制度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目标认同的教育，消除以极端民族主义为表现

形式的民族认同危机、以宗教极端主义为表现形式

的信仰认同危机、以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道

路认同危机和以所谓独立建国为目标的祖国认同危

机。三是加强政治教育的继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是贯穿人一生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趋势

的加强和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社会处于

急剧变动状态，政治形势是瞬息万变，这要求我们

树立政治教育终身化的理念，要重视政治教育的继

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四是消除政治教育社会化的

空白地带，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教职人员、新社会阶

层等特殊群体的政治教育社会化工作。就藏传佛教

来说，西藏共有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住寺

僧尼约4.6万人。教职人员阶层对信教民众有非常大

的影响，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是

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 

再次，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政治意识形态建设。

“政治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或政党的思想观念体

系、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信仰体系及其行为的价值取

向和准则，它在政治心理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需

要一定的政治心理基础作支撑，一定的政治心理对

政治意识形态具有反作用”[8]。西部民族地区经过

长期的宣传和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内容的

政治意识形态已经深入人心，起着正确引导民众政

治心理方向的作用，是西部地区实现有序政治参与

的思想保证，是保持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

“安全阀”。但是，必须看到，当前西方消极政治意

识形态对我国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有一定的渗透，使

西方极端的民族自决思想、“一个民族有权力建立

一个民族国家”的错误观念有了一定的市场，国内

也存在着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趋势。因此，我们必须

要有阵地意识，积极主动地宣传主流政治意识，宣

传科学发展观，主动灌输和谐价值观，将主流政治

意识内化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行为。要特别注意政

治意识形态大众化的问题，要让普通农牧民掌握基

本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同时，还要进行深入细

致的历史研究，搞清西部边疆历史、各少数民族的

民族发展史，以及边疆地区与内地和周边国家的交

往史，以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教育西部地区民众，

澄清错误的历史知识，消除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对民

族历史和边疆历史的曲解。 

最后，要积极干预影响有序政治参与的消极政

治心理。西部地区存在的特权心理、法不责众心理、

清官意识、平均主义心理、从众心理和政治疏离心

理等消极政治心理是无序政治参与的重要心理动

因。所以，必须建立对消极政治心理的干预机制。

一是建立专门的心理调查机构与干预机构。心理调

查与干预机构可以由政府牵头创办，也可以委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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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院校、科研院所或民间研究机构创办，政府以下

达课题的形式或招标的形式运作，利用现代心理科

学就西部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各群体的心理状态

进行定期调查，作出准确描述，以把握西部地区民

众的社会政治心理，并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依据。

对于已经制定的政策也要进行调查，重视民众反馈

的信息，以纠正政策偏差。二是对一定时期内存在

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消极社会政治心理有针对性地进

行干预，消除其影响。在社会转型加速期，重大决

策的出台都要关注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同时，要切

实解决影响积极社会政治心理的分配不公现象、腐

败现象和社会治安恶化现象，创造积极社会政治心

理产生并依存的良好环境。三是对弱势群体、大学

生群体、教职人员等特殊群体定期进行心理疏导。

各专职机构和专职人员要定期设计科学的心理量

表，就各个群体在一定时期或一定境遇下存在的社

会政治心理问题进行引导、转化，使亚政治心理与

社会主义主流政治心理相适应，各民族政治心理与

中华民族政治心理相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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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tiz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order is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Positive political psychology is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order, and it 
offers right political value, independent political personality, high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and sincere political 
emotion to achie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order. To develop citizens’ positive political psychology, we must 
promote traditional political psychology to achieve modern transformation, strengthe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rectify and interfere with negative political psychology 
a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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