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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在发生亘古未有之巨变的近现代，中华民族精神一方面经受了巨大的挑战，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
同时也得到了新的磨炼、丰富和扩展。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已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同时更是文化实力的竞争
。
一个民族，没有强大的科学技术，一打就垮；没有民族精神和文化，不打自垮。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文化，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依赖于并体现于文化精神的先进。
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伟大社会实践中，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尤其应当把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作为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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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探讨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对策。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实施背景，主要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等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出的新要
求；第二部分，社会不同领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制度和机制保障研究，主要研究教育、文化、法
律、传媒、思想政治工作等领域如何改革制度、机制，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第三部分，社会不同
群体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实施策略和路径研究，力图对中小学、大学、企业、部队、城市社区、农
村社区、涉外等不同群体进行深入考察和分析，探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内容、途径和方法。
本书可供各级政府、大中小学以及企业、社区开展民族精神教育和民族精神研究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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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一、经济学视角下的民族与民族精神　　
由于学术界存在所谓政治民族（political nation）和文化民族（cuhural nation）的区分，为了分析的方
便，在进行本节的讨论之前，我们需要首先界定民族的含义。
以下若非特殊指明，我们谈到民族时，都是指政治民族。
它一定与国族（nation-state）观联系在一起。
但我们会放宽民族国家中（one people，one nation，one state）的一般假定，允许在一个民族国家中存
在多个族群。
也即在我们以下的讨论中，谈到民族时，我们一般给定其是一个拥有空间（space）和族群（ethnics）
集合的群体。
　　（一）民族的经济目标　　由于民族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即使沿着政治民族的分析思路，我们仍
然会发现，认定一个民族的本质性特征仍然存在着诸多角度。
但在这些已有的从客观特质、主观意识或综合角度等不同视角给出的种种有关民族定义中，对民族的
经济特质的挖掘的定义和解释却并不多见。
目前仅见于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给出的定义中，提到了民族的经济特征。
斯大林指出一个民族的经济内涵是“共同的经济生活”。
虽然斯大林对何为“共同的经济生活”的描述有失之粗疏之嫌，但这一论断却清晰地表明，尽管民族
依存根源可能来自血缘的、地理的乃至文化的诸种因素，但一个民族成员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关联性和
民族整体经济利益整合性是不容忽视的。
　　从经济角度审视民族，我们应当承认：民族首先应当是一个经济实体。
所谓经济实体，是指民族本身具有经济产出的功能，它通过组织民族成员从事物质生产，来获得本民
族生存发展所需的相应的物质条件，并在这种物质条件下，构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民族上层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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