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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业指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业”这一概念，一方面基于“铸牢”的工程学隐喻，强调实践过

程的流程性和工序性，另一方面旨在借助“5W1H”分析法将抽象的意识以具象的载体呈

现，从而明确“铸牢作业”的核心要素包括内容与对象、原因与目的、时间、场域、主体、流程

与工序，并为标准化设计提供理论支撑。“铸牢作业”标准化的实现具有迫切的现实必要

性、切实的可能性和可操作的实践性。首先，这种必要性源于“铸牢作业”当前的现实诉求，

以及引入“标准化”所能带来的深远现实意义。其次，“铸牢作业”标准化的可能性来自“铸

牢作业”与“标准化”在理论上的高度契合，以及长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所

积累的丰富实践基础。最后，“铸牢作业”标准化的最终实现需要依托正确的标准化原则、
清晰的内容框架和合适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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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

向此聚焦”。［1］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

十大报告中重申了这一重要论述，强调“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

民族工作”。［2］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

蒙古考察时拓展了这一主要论断，提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

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3］这不仅为新时代加

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定了基调和方向，也为

民族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各项工作提

供了基本原则。可以说，能否赋能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评判新时代民族工作

乃至民族地区各项工作质量的重要准则和尺

度。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构建

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推进“有形有感有效”的

实践一直是两个核心议题。学界也一直致力于

这两个方面的探索，但目前还存在一定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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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在理论层面，基于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

会议对核心概念体系的系统阐释，学界从多学

科、多维度不断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概念内涵、核心要义及时代意义等，相关理论

体系日趋完善。然而，在实践层面，现有的研究

往往偏向于宏大的政策性解读、碎片化的地方

经验提炼或“任务分配式”的对策建议。如何有

形有感有效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如何实

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工作与民族地区

各项工作之间的互促共进? 这两个问题仍待探索。
为此，本文基于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诉求，引入“作业”这一概

念，意在强调“铸牢过程”的流程性和工序性，并

试图用标准化学科系统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来解

释、阐述和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

业”( 下文简称“铸牢作业”) ，力求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

野。
一、论证基础:“铸牢作业”概念及其“5W1H”

分析

从质性研究的角度出发，“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作业”标准化是由“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作业”和“标准化”组成的复合名

词。其中，“铸牢”既是理论创新的亮点，也是实

践目标的指向，［4］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铸牢”的对象。此外，基于“铸牢”的工程学隐

喻而引入的“作业”概念，旨在强调铸牢过程的

流程性和工序性。最后，引入标准化理论工具

的目的在于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

业”的质量和效率，确保其科学性和规范性。
( 一) “铸牢作业”概念及其基本内涵

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业”? 解

答这一问题，关键在于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和“作业”这三个概念。根据现代汉

语词典，“作业”既可作为名词，描述生产单位为

工人或工作人员布置的生产活动，也可作为动

词，表示从事生产活动。而“铸牢”则是由“铸”
和“牢”合成的复合词，其中“铸”是动词，意为铸

造，即将金属熔化后倒入模具制成器物，揭示了

一种金属铸造的作业方式; 而“牢”是形容词，意

为牢固、坚固，它在复合词中强调了金属铸造作

业的高质量要求。“铸”和“牢”合在一起既描述

了作业方式，又提出了质量标准。因此，可以通

过概念释义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定义为

“如同铸造金属一般，铸造出坚不可摧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这个铸造的过程即“作业”。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少数民族界委员联

组会中所强调的，“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
家统一的铜墙铁壁”。［5］在此，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被喻为铸造金属，突显了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坚固性和不可摧毁性。
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解释

上，其关键在于深入解读“共同体”“中华民族”
“认知”与“认同”等概念。［6］其中，“共同体”是

基于群体成员间的共同性而结成的集体，这种

共同性不仅体现在共同历史条件和共同物质基

础上，还体现在共同价值追求、共同身份认同和

共同精神家园上。而“中华民族”则是一个集体

身份概念，是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多元一体大家

庭。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认知”和“认同”
揭示了一种基于某种共同性的自我归属感、强

烈的情感连接及其引发的行为模式。这也说明

了为何中华民族共同体能够展现出一种深厚的

共同命运感，因为其中每一个成员都与其他成

员紧密相连，彼此分享着命运、挑战和荣耀。而

从意识理论的角度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则反映了各族人民对这个共同体的客观存在所

持有的认知体验、情感归属和行为意愿，［7］其核

心内容可以归纳为“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认同。
综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业”的

基本内涵就是: 设计并实施一系列以牢固树立

各族人民“四个与共”①共同体理念和增进“五

个认同”为目标任务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遵

循“认知体验→情感归属→行为意愿”的流程，

并被细化为多个作业工序。值得注意的是，“铸

牢作业”与“铸牢举措”或“实践路径”在实践建

设上存在差异，它更强调整个铸牢过程中的流

程性和工序性。此外，为确保整个作业过程的

协调和整合，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需要制定相

关的作业标准来妥善处理人、环境、物和事务之

间的关系。［8］这一点类似于铸造金属的生产作业，

只有协调整个过程，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 二) “铸牢作业”的“5W1H”分析

“铸牢作业”作为一项关乎意识的工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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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复杂性和抽象性。因此，在进行标准建设前，

需要借助“5W1H”分析法将抽象的思想、理念以

具象的载体呈现，进而明确作业要素、理顺作业

流程和工序。
“5W1H”分析法是一种科学分析工具，广泛

应用于作业管理领域。它对选定的项目、工序

或操作，都要从做什么( What) 、为何做( Why) 、
何 时 做 ( When ) 、何 处 做 ( Where ) 、何 人 做

( Who) 、如何做( How) 6 个方面提出问题并进行

思考。［9］将该分析法导入“铸牢作业”的理论解

释，是借用科学分析工具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相关的思想论断具象化，从而明确“铸牢

作业”的核心要素: 内容与对象、原因与目的、时
间、场 域、主 体、流 程 与 工 序。“铸 牢 作 业”的

“5W1H”分析如下:

( 1) “是什么?”( What) :“铸牢作业”的内容

与对象。“铸牢作业”的内容是围绕增进各族人

民的“五个认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在具体工

作实际中，“五个认同”被拆解成不同维度的目

标任务，在“铸牢作业”的一道道“工序”中完成。
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作业对象”的高度

抽象概括。从这个层面理解，作业对象是一个

共同性和差异性交织的统一体，它由两个缺一

不可的要素构成，其一是各族人民，其二是“四

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前者既是作业对象的构

成要素也是作业主体的构成要素，而后者则是

依附于前者而存在。
( 2) “为什么?”( Why) : 开展“铸牢作业”的

原因与目的。之所以开展“铸牢作业”，主要有

两大原因。首先，来源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现实紧迫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

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

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

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1］这“四个必然”从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到推进民族工

作的现实需要两个层面，深刻揭示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其次，是为了满足

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

需求。“铸牢作业”这一概念的先进性在于，它

将生产活动领域的常用理念引入意识建设工

作，旨在使意识建设工作更为具体、有效，从而

充分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这种跨领域的借鉴

和创新，有助于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实践建设。
( 3) “什么时间?”( When) : “铸牢作业”的

时间。相较于生产作业以一个生产任务完成而

结束，“铸牢作业”的时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长期存在决定了“铸牢作业”的

长期性。［10］虽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

个常态化工作，但是具体的阶段性“工序”则以

具体的任务时间为限。
( 4) “在哪里?”( Where) : “铸牢作业”的场

域。开展“铸牢作业”的场所与生产作业相比也

有一定的差别，生产作业的场所是一个静态的

地理空间，而“铸牢作业”的场所则是一个动态

的场域。布迪厄认为，场域是一种权力关系建

构起来的“空间”，里面存在着不同行动者及其

动态关系等。［11］有学者依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提出“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

共同建设的，是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

场所”。［12］因此，开展“铸牢作业”的场所是由作

业对象及其网络关系组成的场域，如，学校场

域，企业场域，社区场域等。
( 5) “由谁来执行?”( Who) : “铸牢作业”的

主体。“铸牢作业”的主体是一个多元化的构

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

工作的主线和“纲”，贯穿于民族工作的实践中。
“铸牢作业”与民族工作紧密相连、相互嵌套。
因此，民族工作的主体与“铸牢作业”的主体在

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
过去，我国的民族工作主要由党和政府主

导，主体结构相对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完

全适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宏大工程

的需求。因此，近年来，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及

个人之间“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逐渐受到重

视。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新

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新格局，这一新格局强调

“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

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

作、全社会共同参与”。［1］这一新表述全面涵盖

了民族工作的各类参与主体，并对各主体的职

责进行了更为明确的划分。这种多元化的主体

结构和明确的职责划分为“铸牢作业”提供了更

为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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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怎样做?”( How) : “铸牢作业”的流程

与工序。“铸牢作业”的流程与工序设计是一项

精细化任务，需要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概念内涵与核心要义。概念内涵在这里起

到了揭示事物本质属性的关键作用，而核心要

义则为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指导。
首先，从“认同”的层次出发，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可以解构为三个紧密相关的要素:

各族人民的“认知体验”“情感归属”和“行为意

愿”。具体来说，“认知”是人脑接收和加工外部

信息的心理过程，“情感”反映了人们对这些认

知体验的态度，而“行为”则是在特定的认知和

情感体验基础上产生的实际活动。其次，为了

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相融

合，“铸牢作业”的流程设计应遵循特定的认同

层次，即“增进认知体验→促进情感归属→提升

行为意愿”。这一流程体现了从认知到情感，再

到行为的自然过渡。最后，需要结合新时代加

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目标任务，可以参考图 1
所示的“工序”图来指导具体实践。为确保每一

道工序都能得到有效执行，每一道工序作业都

应该进行一次“5W1H”提问。

图 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业”的流程与工序

总之，“铸牢作业”的标准化是对一系列实

践活动进行精细化流程分解和优化，最终将各

种复杂的任务转化为具有标准化操作性的工

序，以确保整个作业过程更加规范、高效。
二、何以必要:“铸牢作业”的现实诉求及导

入“标准化”的现实意义

( 一) “有形有感有效”是“铸牢作业”的现

实诉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新时代的一项伟大工程，需要落到实处去

建设。关于如何在实际工作中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2022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时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看

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

的事情; 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项工作都要往实里抓、
往细里做，要有形、有感、有效”。［13］“有形有感有

效”是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路径，也是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到实际工作的新要求。
当前，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

献研究成果很丰富，但以“有形有感有效”为研

究主题的成果相对较少，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

内涵解释和实践路径研究上。关于“有形有感

有效”的内涵解释，有的学者提出“有形即是有

形状，感官能感受到的; 有感即为有感触，有感

受; 有效，即有效果、有成效，能够达到预期，注

重结果导向”; ［14］有的学者认为“有形”“有感”
“有效”分别对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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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维度”“方法维度”“目标维度”。［15］而从

实践角度，有的学者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四个共同”“五个认同”和“四个与共”是实

践的具体内容; ［16］有的学者提出高校有形有感

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从党的领导、
师资队伍、教材编用、学生知行、典范榜样、语言

文字、学段衔接等七个方面入手; ［17］有的学者基

于地方实践的研究，总结出“全面推进有形之

举”“全面汇聚有感之法”“全面检验有效之果”
的实践经验［18］。上述研究相对完整地解释了

“有形有感有效”的基本内涵，也为有形有感有

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工作提供了一

定的参考借鉴价值。但是，不管是从理论解释

角度，还是实践角度，大部分研究将“有形有感

有效”的内部构成拆解开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

它们各自内部的一体性和交融性，［19］很容易造

成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形式性的工作多，“有感

有效”的工作少。
可见，“有形有感有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要求，也是评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实践工作的标准，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有形有感有效”应至少关注以下四

个方面:

其一，内部构成的关联性。“有形有感有

效”是一个有机整体，内部结构环环相扣，层层

递进。首先，“有形”是基础，是外在要求，是赋

予高度抽象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象化

的载体和抓手。在实际工作中，“有形”不是形

式性的“存在”，必须与“有感”“有效”紧密连接

在一起。具体而言，“有形”的工作需直接作用

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业”，或成为“有

感”的载体间接作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作业”。其次，“有感”是灵魂，是内在要求，是

有感觉、有情感、有认同。在具体工作中，“有

感”可以是一种手段，通过一些润物细无声的工

作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潜移默化地嵌入

心中、融 入 血 液、注 入 灵 魂，［20］ 也 可 以 是 检 验

“有形”工作是否“有效”的标准之一。“有感”
是三者之间的关联，它既作用于“形”也作用于

“效”，无“感”便无“形”，无“感”便“无效”。最

后，“有效”是结果，是目标要求，指有质量、有效

果、有效率。“有效”既是“有形”和“有感”的落

脚点，也是出发点，以“效”为根本目标的“形”可

以避免口号化和形式化，而以“效”为导 向 的

“感”则会更加正向积极。
其二，内容体系的完整性。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工作的“纲”，具体的“目”包

括:“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各民

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升民族事务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坚决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
六个方面。“纲”和“目”构成了新时代党加强和

改进民族工作的目标任务，也是新时代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的内容体系。因此，结合民族工作

的部署实践，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内容体系应包括: 宣传教育、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民族事务治理等方面。
其三，现实诉求的导向性。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虽是一项长期性工程，但又具有现

实紧迫性。因此，“有形有感有效”的实践建设

刻不容缓，“铸牢作业”的效率应该得到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和积极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取得

了巨大成就，［21］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完成这一时

代伟业依然面临一些困境与挑战: 一是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认同面临国际和国内的双重考验，

具体表现在国际反华势力恶意破坏和国内各族

人民长期以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

客观存在的发展差距一定程度上削弱认同; 二

是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的工作体

系还不够完善，具体表现在工作内容和方式上

对“四对关系”②的处理存在一定失衡，［22］在工

作机制上存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元素体现得

少、各主体的协调性不够、基层民族工作主体缺

失等问题。［23］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解决，最

终会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质量和效

率。根据木桶原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有形有感有效”应充分认识这些阻滞因素，

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积极寻求破解策略。
其四，理论工具的匹配性。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一套系统

性的理论或方法来完成“有形有感有效”的要

求。正如魏尔曼所言，标准化是一门学科，可以

将标准化看作是与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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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仿的一门科学。［24］标准化作为一门新兴的综

合性学科，其工作内容极为广泛，可渗透到各个

领域。首先，标准化有成熟的理论、方法与原理

体系; 其次，标准化原理及方法得到科学的实践

验证，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生产、经济管理、行政

管理、社会治理等领域; 最后，标准化对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流程和工序有一定的适用

性，当前，标准化原理和工作方法已经被应用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际工作领域，例

如，国家民委发布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

建的测评指标、四川省民委制定的四川省城市

民族工作标准等都是管理标准化的实践案例。
( 二) “铸牢作业”标准化的现实意义

鉴于标准化理论工具自身的特点及优势，

以及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现实要求，“铸牢作业”标准化具有以下几个方

面的现实意义:

第一，“铸牢作业”标准化有利于巩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地位，推动民族工

作高质量发展。根据 2021 年的中央民族工作

会议精神，“十二个必须”③构成了党关于加强和

改进民族工作的思想体系和方法体系，推动民

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将“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贯穿或体现在每一个“必须”之

中。［2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一方面强调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心和主轴，

贯穿民族工作的方方面面，突出主线在事务发

展过程中的串联作用; 另一方面强调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标准和尺

度，民族工作的方方面面都要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纲”，为新时代民族工作质量评

判提供参考准则。前者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后者体现了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
由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管是作为民

族工作的主旋律和总基调，还是充当评价各项

民族工作的“标尺”，都需要具备有序、连续、稳

定等这些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因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这根“主线”一旦失序，并出现“打

结”现象，各项民族工作的推进效率将会大打折

扣。而标准化作为建立最佳秩序的工具，所形

成的标准具备连续、稳定、有序等特征，这与上

述要求是相吻合的。
第二，“铸牢作业”标准化有利于破解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阻滞因素，进而巩

固“认同”的基础。首先，标准化的原理和方法

起源于工业管理，它对于大型生产企业中复杂

的分工与协调的经验，可以被借鉴来应对多元

化的作业主体之间的协调问题。其次，标杆管

理法鼓励企业以行业内的优秀企业为榜样，学

习并试图超越其在业务流程、制造流程、设备、
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最佳实践。这种“识别差距、
规划行动、实施追赶”的思维模式，同样可以被

应用于解决不同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与当前推动的民族团结和进步示范建设的目标

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再者，标准化有利于民族

工作开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得到科学复制，从

而提升民族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此外，标准化

带来的管理和制度优势也有助于调和“四对关

系”②，从而纠正在传统民族工作中可能出现的

失衡现象。
第三，“铸牢作业”标准化有助于加强和改

进党的民族工作，推动民族工作创新发展。有

学者提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在‘加强’和‘改进’这两个方面，必须弄清楚，加

强什么、改进什么，哪些需要加强、哪些需要改

进，怎样加强、怎样改进”。［26］这里所提的“加强

和改进”并不是对过去民族工作的全盘否定，而

是对其中正确的部分加以坚持，对过时的部分

进行调整，按照增进共同性的原则来改进民族

工作，以实现共同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和谐统一。
通过对“铸牢作业”的标准化建设，不断地总结

和积淀在民族工作中获得的科学经验，并将这

些经验纳入标准中，为未来工作提供明确的实

践指导。随着新经验的积累，标准的水平得以

提升，直至实现重大创新突破。由此，标准本身

会不断更新和完善，从而持续提升民族工作的

质量和水平。
三、何以可能:“铸牢作业”标准化的理论逻

辑与实践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高度抽象性，但

这并不意味着去探讨“如何铸牢”的各项作业要

素、作业过程和作业管理不能实现标准化。恰

恰相反，“铸牢作业”标准化命题不仅具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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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而且具备相应的实践基础。
( 一) “铸牢作业”标准化的理论逻辑

“铸牢作业”标准化的理论逻辑来自“铸牢

作业”与标准化的内在适切性，这种契合性的获

得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铸牢作业”的理论特质与制定标准

的初衷是相一致的。标准作为标准化的产物，

其制定的初衷在于“获得最佳秩序、促进最大共

同利益”。［27］具体而言，标准并不代表某一方的

特定利益，而是代表了所有相关方的共同利益，

具有公共物品的公益属性和价值关怀属性。这

与“铸牢作业”所追求的公共性目标是一致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人民的集体意识和

共同体理念，其核心要义是“五个认同”。而“四

个必然”则明确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

非某个民族或某个群体的个体利益，而是全体

中华儿女的共同利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

国共产党始终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

义，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并通过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和西部大开发、对口支援、兴边富民行动、
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具体方略切实保障各族

人民在法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平等。
这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过程伴

随着的价值关怀。此外，“铸牢作业”在力求增

进“作业对象”的共同性的同时，也尊重和包容

对象间的文化差异性，以期达到共同性与差异

性的“最佳秩序”。这个兼收并蓄、求同存异的

过程也呈现出一定的价值关怀。
第二，“铸牢作业”的特性与标准化对象的

特征相符合。标准化的对象通常是具有重复性

的事务，这与“铸牢作业”的共通性和普遍性是

一致的。“铸牢作业”的共通性不仅体现在其目

标的统一性和效果的一致性上，还体现在其过

程中制度、流程、工具和方法的可复制性上。同

时，“铸牢作业”的对象是各族人民，是一个复数

概念，不是一个个案，具有普遍性，符合标准化

的本质要求。［28］

第三，标准化原理和方法对“铸牢作业”是

适用的。标准化原理源于标准化实践，是对标

准化实践过程中的科学方法和手段的理论提

炼。它能够指导标准化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

发展和完善。标准化原理为“铸牢作业”标准化

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框架。例如，李春田的“四项

公理”④提供了“统一、简化、协调和最优化”的

标准化实现思路，［27］而麦绿波的“四公理”⑤强

调统一具有“容差性”“概率性”“泛元性”和“非

量性”等特征，［29］这为统一复杂而抽象的标准

化对象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铸

牢作业”所追求的统一并不是绝对的统一，而是

共同性与差异性通过优化整合达到的最佳秩序

的统一。
与此同时，标准化活动主要通过“简化”“统

一化”“系列化”“通用化”“组合化”和“模块化”
等方法实现。［30］因此，将上述原理及方法应用到

“铸牢作业”中，主要涉及目标的统一、要素的排

列组合、主体的协同以及方法的最优化等。
( 二) “铸牢作业”标准化的实践基础

铸牢作业标准化的实现，不仅基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标准化理论之间的内

在契合，更根源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实践探索。从当前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工作现状来看，铸牢作业标准化拥有三个层面

的实践基础。
1．“铸牢作业”标准化的规范支撑体系初具

规模

在某种程度上，标准化和规范化相辅相成、
互为因果，标准化是实现规范的手段和方法，而

规范化则是标准化的基础，没有规范支撑的标

准几乎是不存在。由于“铸牢作业”具有复合性

和交叉性，它在治理领域与社会治理、国家治

理、地区治理甚至全球治理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因此不能仅仅依赖民族事务治理领域的制度规

范来完成。
“铸牢作业”标准化的规范支撑体系至少包

括制度保障、法治规范、价值规范等多个方面。
这些规范既包括形式上的规定，也涉及情感上

的引导，同时涉及对要素、作业和管理的规范要

求。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根本依据和保障。这一

制度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个层

面确保了各族人民的权益，为铸牢作业奠定了

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并为相关的具体方略

提供了行动指南。具体而言，根本政治制度和

基本政治制度切实保障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

夯实了“铸牢作业”的政治基础，并为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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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等方略提

供了根本政治遵循; 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则在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中发挥了显著优势，为“铸牢作业”
打牢经济基础，并为支持各民族经济发展、推动

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等具体

方略提供了行动指南; 此外，建立在基本政治制

度和基本经济制度上的其他政治制度、经济制

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和生态文明制度，为“五

位一体”全方位铸牢认同基础提供了运行准则。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确保了各族

人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从而巩固和发展了中

华民族共同体。法治不仅通过其强制性和权威

性推动铸牢作业标准化，还通过法律的指引和

教育作用帮助公众形成正确的共同体意识。具

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宪法、民族区域自治

法等根本大法和法律法规是依法治理民族事

务、协调民族关系的准绳和依据，成为保障各民

族合法权益的根本途径; 另一方面法律通过细

化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规定、预先告知违法的所

承担的责任，一定程度上可以将个体的具体行

为往正确的行为规范上引，帮助社会公众形成

正确的共同体意识。［31］最后，中华民族精神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铸牢作业”标准化提供了

内生动力。中华民族精神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

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性格特质和意志本色，是中

华民族共同体长期存续并逐步走向伟大复兴的

不竭力量之源。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

华民族精神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赋予中华民族

精神新的时代意义。二者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信念。个体对共同价值信

念的认同，会促使其自觉审视自我和他者，进而

修正不符合共同价值信念的行为活动，最终促

使其行为符合共同体的规范要求。
2． 民族工作逐渐走向标准化

学界很少将标准化理论工具导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研究中，但标准化方法早

已在民族工作实践中得到应用。2021 年 3 月，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和民宗委印发《浙江省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32］提出“十

四五”期间，社区民族工作标准化建设全面推

进; 2021 年 4 月，宁波市北仑区的《浙江宁波北

仑基层民族工作标准化试点项目》获批，［33］这

是全国首个基层民族工作标准化试点。2022 年

1 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印发《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州( 地、市、盟) 测评指标( 西部地区) 》
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县( 市、区、
旗) 测评指标( 西部地区) 》，相较 2013 年发布的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县( 市、区、
旗) 测评指标》( 民委发〔2014〕94 号印发) 和

2020 年发布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地、
市、盟) 测评指标( 试行) 》( 民办发〔2020〕4 号印

发) ，更加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

线，并对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进行分类考核，

这是管理标准化在民族工作领域的应用体现，

可有效提升民族工作的质量和效率。2022 年 8
月，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发布《四川省城

市民族工作标准( 2022 年版) 》和《四川省社区

民族工作标准( 2022 年版) 》，两项标准聚焦城

市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在城市民族工作标准中共设置 20 项具体任

务、10 项保障措施，在社区民族工作标准中共设

置 21 项具体任务、4 大类保障措施，这是关于推

进城市民族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建设的

积极探索。［34］

3． 标准化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成功实践

提供了环境保障

标准化早期在我国的应用领域比较狭小，

多局限于工业生产，但随着时代发展，标准化应

用范围不断扩大，逐渐覆盖到社会科学领域。
管理标准化、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社区治理标

准化、基层党支部建设标准化等逐渐兴起并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35］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更是将标

准化提升到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要求到 2025
年标准运用由产业与贸易为主向经济社会全域

转变，标准全面覆盖农业、工业、服务业和社会

事业等领域。［36］“铸牢作业”贯穿在民族工作的

方方面面，而民族工作涉及生活众多领域又与

其他工作相互嵌套，这就意味着“铸牢作业”标

准化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标准化具有一定的

共通性。2021 年 3 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联合教育部、民政部等 20 个部门发布《国

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2021 年版) 》，从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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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以及优军服务保障、文体服

务保障等 9 个方面明确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具

体保障范围和质量要求，有效促进基本公共服

务的均等化及可及性。［37］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既提供物质保障和民生基础，也推动了各族群

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从打牢“认同”基础层面

助推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38］

四、何以实现:“铸牢作业”标准化的原则导

向、内容框架和实现路径

“铸牢作业”标准化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实践工作的创新发展，也是有形有感有

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求，既要

从理论上论证其何以必要和何有可能，还要在

实践中积极探索何以实现。“铸牢作业”的标准

化并非在民族工作开展过程中对民族地区的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层面的政策设计

及工作部署向着增进共同性的方向“一刀切”，

而是将标准化理念、方法、工具、技术导入“铸牢

作业”的各个流程和工序中，涉及各要素间的排

列组合、作业主体间的协同、作业方法的最优化

等方面。因此，“铸牢作业”的标准化建设首先

要遵循正确的标准化原则以指引标准化建设的

方向，其次构建清晰而完整的内容框架以支撑

整个标准化建设，最后选择合适的实践路径以

保证“铸牢作业”标准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 一) “铸牢作业”标准化的原则导向

遵循正确的原则导向是“铸牢作业”标准化

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标准对象是否选择得当、标
准层次关系是否清晰、制定标准的时机是否恰

当等都与是否坚持正确的标准化原则密切相

关。“铸牢作业”标准化建设需要坚持以下原

则。
1． 科学统筹与分类指导相结合原则

“铸牢作业”的标准化建设是一个兼具系统

性和复杂性的工作，它需要解决“标准化的对象

是谁、谁来制定标准、制定什么样的标准、标准

何以保障”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坚持科

学统筹与分类指导相结合。所谓坚持科学统筹

原则，就是要让“铸牢作业”标准化建设立足于

系统思维和科学思维，从系统论出发，强化辩证

思维，科学统筹系统推进、精准施策重点突破。
具体而言，就是要将标准化原理与“铸牢作业”
相结合，采用简化、统一化、系列化、通用化、组

合化、模块化等标准化的方法对“铸牢作业”的

各项主体要素进行科学统筹和安排，从而实现

“铸牢作业”标准化建设的最优化。坚持科学统

筹原则需要关注两个方向，一方面在制定作业

标准时既要注重约束性指标对工作的原则和一

些具体做法的统一规定，也要注重预期性指标

对促进工作目标达成的导向作用; 另一方面，

“铸牢作业”标准化建设要按照定量和定性相结

合的方法，对可量化的领域设置一系列可量化

的指标，对于大量无法量化的作业标准，可以采

用规范化表述及定性描述。所谓坚持分类指导

原则，就是要在标准建设上立足于不同地区之

间的经济、社会、文化差异的客观事实，分层次、
分类别地构建“铸牢作业”的标准体系。总之，

坚持科学统筹和分类指导相结合的原则就是要

在“铸牢作业”的标准制定过程中对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建设情况深入调研并进行

分析研判，用标准化原理及方法对各主体要素

进行科学统筹的同时加强分类指导，从而提高

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和针对性。
2． 标准规范与法律法规相协同原则

标准是对法律的补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

弥补法律的滞后性，但法律法规是标准化建设

的基础和前提。第一，“铸牢作业”相关标准规

范要依法确定。“铸牢作业”标准化建设需立足

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规，所制定的

标准需依法保障各族人民的平等权利和合法权

益。第二，“铸牢作业”需遵循相应的制度。“铸

牢作业”的标准化一方面要服从于国家制度安

排与战略部署，另一方面不得与民族工作相关

规章制度相抵触。第三，建立“铸牢作业”相关

标准规范也是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

作法治化建设的重要步骤。“铸牢作业”相关标

准制定相较于颁布法律而言，在制定周期和实

施效率上更有优势，在动态适应调整上更加灵

活，但是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可以保障法律

法规在执行上更有效果。因此，“铸牢作业”相

关的标准化建设须坚持与法律法规相协同，一

方面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要立足于法律法规，另

一方面标准化要依靠法治化保障实施。
3． 动态调整原则

标准的制定、修订和完善是“铸牢作业”标

准化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它不是一个一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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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逸的工作，“铸牢作业”的操作标准并不是一

成不变的。“铸牢作业”相关的标准规范制定也

不是一次就完结的过程，“铸牢作业”标准化应

该是制定、发布和实施三个环节一次次循环，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不断提高效率和

标准化程度的循环过程。“铸牢作业”相关标准

规范也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变化，在一

次次的循环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例如，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的测评指标体系历

经几次修改完善，才更加契合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工作实践。2014 年 7
月，为应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开展不平衡、
顶层设计不够、测评指标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为

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六进”( 即进机关、
企业、社区、乡镇、学校、寺庙) ，国家民委发布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县( 市、区、
旗) 测评指标》; 2020 年 2 月，为满足新时代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新要求，为进一步推进示

范创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国家民委发布了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地、市、盟) 测评指

标( 试行) 》; 2022 年 1 月，为引导和推动各地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国家民委发布《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州( 地、市、盟) 测评指标( 西部地区) 》
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县( 市、区、
旗) 测评指标( 西部地区) 》。

( 二) “铸牢作业”标准化的内容框架

“铸牢作业”标准化并不是简单的制度设

计，而是一个立体体系。它涉及“铸牢作业”的

作业机制、作业评估机制、作业标准的量纲值设

置以及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的各

项民族工作的具体任务内容，具体的内容框架

如图 2。

图 2 “铸牢作业”标准化的内容框架

从标准化应用对象的类型特征上看，“铸牢

作业”标准化主要包括要素标准化、作业标准化

和管理标准化。所谓要素标准化就是将“铸牢

作业”的各项主体要素进行拆解，并设计硬性指

标及软指标对各项要素的共性因素制定标准，

对制定各种作业标准和管理标准都有普遍的指

导作用。而作业标准化以要素标准化为基础，

对“铸牢作业”的各主体要素通过排序、组合、协

调从而形成一道道标准作业工序。而管理标准

化就是通过设计管理标准对“铸牢作业”行使计

划、组织、指挥、监督调节、控制等管理职能。标

准化管理产生于科学管理领域，“铸牢作业”也

面临产业管理的以下困境: 执行能力瓶颈、绩效

考核瓶颈、职能整合瓶颈、管理体系瓶颈。［39］因

此，在“铸牢作业”的实践过程中设计一个行之

有效的管理标准来管理业务、管理程序、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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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对管理成果进行评价与考核是必要的。需

要强调的是，在具体的标准化建设中，对标准的

划分不会那么细致具体，每一项标准化活动都

有可能涉及多个标准的渗透。
从民族工作的目标任务和作业工序上看，

“铸牢作业”的标准化内容包括: 宣传教育的标

准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建设的标准化，民族地区同步实现现

代化的标准化，民族事务治理的标准化。
( 三) “铸牢作业”标准化的实践路径

“铸牢作业”标准化的实践路径构建需要以

认同的层次逻辑为基础，以一定的标准化建设

原则为导向，同时立足于标准化建设的内容框

架，从而实现“铸牢作业”、标准化理论工具、民

族工作以及民族地区各项工作之间的协同配

合。其实践路径涵盖了五个方面。
1． 宣传教育的标准化

宣传教育是“铸牢作业”的基础工序，是“提

升认知体验”流程的重要手段。宣传教育是将

高度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具象化载体向人民群众传达的最直

接、最基础的手段，宣传教育的主体是否清晰、
客体是否广泛，内容是否正确、方式是否精准、
评估是否科学事关宣传教育的成效。习近平总

书记在 2021 年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

出，“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常态化机制，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

育体系，搞好社会宣传教育”。［1］因此，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重点需落脚在干部

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几个层

面。
宣传教育的标准化内容体系，涵盖了干部

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标准

化。在设计这一标准化体系时，必须将主体、客
体、内容、方式和评估的“有形有感有效”作为宣

传教育标准化体系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一，标准化建设需立足于明确的宣传教

育主体。不仅要在各项标准中详细规定了主体

的职责，还设立了考评机制，以激励各主体之间

的协同合作。
第二，标准化建设确保宣传教育的客体广

泛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并

不是针对少数人的精英教育，而是广大人民的

大众教育。过去，在宣传教育方面可能存在一

些偏重，例如更重视党员干部和高校学生的教

育，而忽略了社会公众的教育; 或者在民族地区

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而在非民族地区则不

够普及。因此，宣传教育的标准化应通过对不

同的受众群体和场域制定标准，并要求各主体

按照这些标准来完成相应的宣传教育任务，以

确保客体的广泛性。同时，也应注意到宣传教

育的主体和客体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相互转换

的，因此在标准化建设过程中，也强调了主体和

客体之间的联动性。
第三，宣传教育的标准化建设需始终坚守

正确的内容导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宣传教育内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聚焦“四史教育”“四个共同”
“五个认同”“五观教育”“四个与共”等核心理

念。在宣传教育过程中，应避免内容的抽象化、
理论化和空洞化，而应注重创新和实效性，使之

更加具体、实在和生活化。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和载体将其融入国民教育、党员教育和干部教

育以及社会教育中。
第四，宣传教育的标准化建设需立足于精

准的宣传教育方法。宣传教育的标准化建设要

摆脱以往“说教”“灌输”等比较粗放的教育模

式，从客体需求出发，采取“订单式”的精准教育

形式。［40］既要利用传统的教育方式，又要依托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手段对受众

群体进行“客户画像”，有针对性地在社交媒体

投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宣传教育内

容，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入眼、入耳、入脑、入

心。
第五，宣传教育的标准化建设需立足于科

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宣传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可对过程和效果展开实时追踪和反馈，从

而不断提高宣传教育的效果。在构建评价指标

体系时，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

组建专业的评估团队，并根据不同的宣传教育

维度来设定相应的指标，为每个指标赋予具体

的量纲值，最终将其转化为考核分数或等级，并

配以相应的绩效考核机制。
2．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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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联系、不可分割。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是构筑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主要途径之一，同时

也是“铸牢作业”中的关键工序。所谓公共文化

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

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

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

务”。［41］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是在遵

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前

提下，制定一系列标准，以确保公共文化服务的

提供机制、评估机制、服务提供标准的量纲值设

置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内容得以规范化。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解决当前城乡间服务提供的不均等问题，通过

标准化建设不仅可以促进城乡间在数量上的均

等化，更重要的是实现质量上的均等化。
3．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设的标准化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属性

的必然 结 果，是 中 华 民 族 发 展 进 步 的 必 然 结

果”。［42］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作

业”的关键性工序，也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的重要路径。具体而言，在经济领域，各族人

民通过商品贸易、人力资源转移等方式，共同推

动了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实现了共生共荣、互利

互惠的目标。在文化领域，各族人民共同打造

中华文化符号、举办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交流

活动，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包容和学习，从

而构筑了一个文化共同体。在社会领域，各族

人民在共同居住、学习、工作和娱乐中，逐渐形

成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然而，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也面临一些挑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

中的融入问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生

活基础设施薄弱问题、居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

匮乏问题和信息化水平低下问题等，都是阻碍

各民族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的难题。尽管目前学

界和民族工作者尚未提出系统、体系的解决方

案，但是通过引入标准化理论工具，或许可以有

效解决这些问题。
为破解这些难题，其标准化建设应包括这

几个方面: 第一，城市民族工作的标准化。城市

民族工作的标准化建设须立足于解决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问题，一方面要让进城的

少数民族群众适合城市的生活和管理方式，另

一方面要创新城市民族工作方式和管理机制使

其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于少数民族人口大规模涌

向城市的现实背景［43］。第二，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活动的标准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是建

立社会主义良好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它的标

准化建设有利于一种最佳秩序，实现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以及各族人民群众

之间的双向交往交流交融。具体而言，在目标

导向上，应关注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和误解、促进

民族团结和睦; 在内容上，要紧扣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这一主题，丰富创建的载体和方式;

在实施上，应在“六进”活动中持续深化，发挥好

“主阵地、主渠道”作用。［44］第三，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基础保障的标准化。其中，重点应放在

边疆民族地区的硬件设施改进和居民素质提升

上。评估指标不仅要包括交通便捷性、通信网

络、物流网络等硬件指标，还应考虑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能力、数字化能力、信息化能力等软件指

标。
4． 民族地区同步实现现代化的标准化

对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前景的向往是新时代

各族人民的共同意识，民族地区同步实现现代

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党

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

征，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民族地

区同步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应

有之义。但民族地区同步实现现代化的标准化

不是对“五位一体”建设制定统一的发展标准和

评估标准，而是在对民族地区实际情况进行深

入调查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个地区的资源禀

赋和发展潜力，给予差异化的区域扶持政策。
并且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评估和追踪上，因

地制宜地构建民族地区同步实现现代化的统计

监测评价指标体系。
5． 民族事务治理的标准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推进离不

开民族工作，不断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是开展“铸牢作业”的关键性工

序。王希恩曾指出，我国已经构建了一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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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相对成熟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其中包括了

作为治理体系顶层设计的民族理论、具有针对

性的制度、政策和法治体系、自上而下的民族工

作机构和社会化格局、融入治理实践的宣传和

教育体系、针对具体地区具体问题的治理方略

以及运作有效的治理机制。［45］然而，现有的民族

事务治理体系在增进共同性、多元协同和基层

实践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因此，为了弥补这

些不足，民族事务治理的标准化建设应关注这

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事务治理的标准化建设需

要对原有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进行优化，形成

一套在实践中有利于增进共同性的理念、原则、
制度、机制、政策、行动、标准和考核评价体系，

使民族事务治理更加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46］第二，考虑到民族治理的复杂性和多

元性，以及“铸牢作业”的艰巨性，民族事务治理

的标准化设计必须立足于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及

其之间的协同合作; 第三，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

实保证各族人民的合法权益，促进民族团结，实

现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注释:

①2021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上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

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

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②2021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要正确把握四对关系: 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

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
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

关系。
③2021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上强调: 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

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

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

任务; 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

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

民族历史观; 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 必须高

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 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 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 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必须坚

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 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④李春田是中国标准化理论主要创立者。
李春田的“四项”原理是: ( 1) 简化原理。标准化

对象多样性的发展规模超过必要范围时，需要

对其进行简化，削减非必要的环节，使总体功能

最佳。( 2) 统一原理。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要

让标准化对象的形式、功能、技术保持一致性。
( 3) 协调原理。任何一项标准都是标准系统中

的功能单元，既受系统的约束，又影响系统功能

的发挥。( 4) 最优化原理。为达到标准化取得

最佳效益的最终目的，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对

标准系统的构成因素及其关系进行选择、设计

或者调整，使之达到最理想的效果。这“四项原

理”被称为标准化的方法性原则，在实践应用过

程中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李春田． 标准化概论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 － 10．
⑤麦绿波是我国标准化科学理论的创建

者。麦绿波的“四项公理”是对国内外学者标准

化原理研究的继承与发展，具体包括: ( 1) “容差

性”公理。标准化的统一化具有容差性，结果定

位是相对的，接纳了可接受范围内的偏差。( 2)

“概率性”公理。标准化的统一化结果是概率性

的，允许对象群统一化结果或对象内元素统一

化结果没有实现全数的性质。( 3) “泛元性”公

理。标准化的统一元素是泛元性的，生活中很

多对象的统一化，本质上是对象的诸元素的统

一，例如，交通标识牌的标准化，需要颜色、字

体、图形等的统一。( 4)“非量性”公理。标准化

的统一化对象是非量性的，即标准化的统一性

不由对象数量决定的性质。这一性质表明，符

合标准约定关系的单件可以是标准化，偏离约

定关系的多件也不一定是标准化。这“四项公

理”是对标准化的内涵实用化认定的公理，为标

准化 实 践 拓 宽 了 可 行 性。麦 绿 波． 标 准 化

学———标准化的科学理论［M］． 北京: 科学出版

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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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Operation of
Forging a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
ness”( referred to as the“Forging Operation”) is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emphasizing the proce-
dural and process-oriented nature of the“forging
process”on the one hand，while on the other hand
aiming to present its abstract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 concrete carrier using the “5W1H”analysis
method． This aims to shed light on the core ele-
ments of the “Forging Operation”: Content and
object，cause and purpose，time，field，subject，
process，and procedure，all of which provide theo-
retical support for a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This standardization of the“Forging Operation”in-
volves integrating standardization concepts，meth-
ods，tools，and techniques into the various processes
and procedures of the“Forging Operation，”while
addressing the arrangement and combination of va-
rious elements，the synergy between operation sub-
jects，and the optimization of operation methods．

The argument of this article lays out that a full
standardization of the“Forging Operation”is ur-
gently necessary，practically feasible and doable:
In the first place，this necessity arises from the
current practical demands of the“Forging Opera-
tion” and the profou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rought about by the introduction of“standardiza-
tion．”Specifically，facing the current practical di-
lemma of how to tangibly and effectively forge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there is
a need to find a new set of theoretical tools to a-
chieve a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The 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brought about by such
a standardization not only can consolidate the core
position of forg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but als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im-
provement of ethnic work．

In the second place，the possibility of stand-
ardizing the “Forging Operation” comes from a
high theoretical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Forging

Operation”and“standardization，”as well as rich
practical and foundational experience gained in the
work of forging a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
sciousnes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e
doctri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Forging Operation”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formula-
ting standards，and the traits of the“Forging Oper-
ation”correspond to the features of the standardi-
zation object．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the
normative support system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Forging Operation”has reached its first mile-
stones; moreover，ethnic work is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standardization; meanwhile the successful
practices of standardization in other social science
fields provide environmental guarantees．

Lastly，the ultimate realization of the stand-
ardization of the“Forging Operation”requires reli-
ance on correct standardization principles，a clear
content framework，and an appropriate practical
path． The principles include a combination of sci-
entific planning and classification guidance，a tar-
geted nature of standards，a coordination principle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and a dynamic adjust-
ment principle． In terms of content，the realization
of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Forging Operation”
has not been a simple institutional design but a
comprehensive system covering multiple aspects．
In terms of practical pathways，it should further-
more include five aspects: A standardization con-
struction of publicity and education，a standardiza-
tion construction of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 standardization of promoting interaction，commu-
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a standardization for the synchronous mod-
ernization of ethnic regions，and a standardization
of ethnic affairs governance．

Key Words: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orging Operation”; standardiza-
tion; tangible， sensible， and effective; ethnic
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