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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身份（citizenship）①是现代民族国家社

会成员的基本身份，是连接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制

度性纽带，体现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惠关系。

公民身份不仅受历史与文化的制约，更受社会背

景条件的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对传统民

族国家的公民身份认识发生了新的变化。公民个

人不再只拥有一种特定身份，而是多重身份集于

一身；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而言，也出现了亚国家、

民族国家和超国家的多元身份。

从现代国家诞生起，公民教育就担负着培

养合格公民、提高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感和归

属感的重任。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公民身份的多

元化发展，出现了身份认同危机等问题，因此，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公民身份认同与公民教育的关

系，从而积极有效地开展公民教育。

一、全球化背景下公民身份的变迁
 

（一）全球化对传统公民身份带来的挑战

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全球化正在改变传

统意义上经济、政治、文化在同一民族国家内部

共同发展和进步的历史脉络。公民身份不再与民

族国家形成单一的线性关系，而是出现了不同范

围和层级的分化。具体来说，民族国家的单一空

间模式转化成地方、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同步发

展的“三维空间模式”。[1]

公民身份层级分化的起点是民族国家，因为

现代公民一定是特定国家的公民。以民族国家的

公民身份为起点，向下扩展形成了亚国家公民身

份；向上则扩展形成了超越国家、区域性甚至全

球性的公民身份，如欧洲联盟。全球化在促进全

球性交流融合的同时，还推动了区域性本土化的

发展。如美国的纽约、中国的香港等，它们尽管

只是民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实际上是城市

从民族国家中被抽离出来，是“世界的城市”，

从而出现地方层面和国家层面在身份认同领域的

较量。除了公民身份的层级结构发生分化之外，

公民身份的内涵及构成因素开始超越马歇尔所界

定的三种要素②扩展至新的领域，诸如环境公民

身份、女性公民身份等从多个视角描述当代公民

身份特征的概念。这种公民身份范围和层级的变

化，必然给公民身份的边界认识带来挑战，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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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群体成员对身份认识的模糊和混乱。

( 二 ) 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公民身份的建构

为了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公民身份的变迁，

我们需要重新建构公民教育身份体系，解决公民

身份范围和层级分化给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带来

的一系列问题。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建构（见图1）

的逻辑起点是民族国家，向下扩展形成了如城市

公民、联邦单位公民等亚国家公民身份，向上扩

展则形成诸如世界公民等超国家公民身份 [2]，体

现了公民身份的层级式发展结构。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在当代社会，民族国

家仍是主流的政治范式，国家公民身份仍是多元

公民身份体系中最重要、最基础的层级。从目前

的现实来看，超国家层级的公民身份正处于形成

阶段，而全球化的世界公民身份影响不断扩大，

但都不能替代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而就我国现

实而言，上述提到的层级式公民身份结构体系中，

亚国家层面的公民身份在我国基本上是不存在

的。我国与联邦制国家不同，联邦制国家公民有

对城市和州的认同，而当我们说“我是广州人”“我

是广东人”时，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地域身份，而

不是公民意义上的政治身份。我是“广州人”“广

东人”与我是“中国人”，在公民身份认同上高

度一致，不会有任何冲突。但是也有一点例外，

这就是对于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而言，存

在着亚国家公民的身份。他们对作为香港人、澳

门人和台湾人的本土身份认同，有时甚至可能超

越对国家的认同。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背景下，公民身份的层

级发生了分化，从个体公民延伸至世界公民，从

而形成多元的公民身份认同体系。因此，公民教

育在认知、态度与实践层面由近及远、由认知至

情感及实践，帮助学生树立个人身份的多元意识，

培养既要立足国家又要放眼世界；既要知晓个人

的权利与义务，也要具备跨国家、跨文化交往能

力与价值观的公民。

二、公民身份变迁与公民身份认同

在传统的民族国家政治边界内，公民身份基

本不发生变化，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也就比较稳

定。但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传统的公

民身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线性关系发生改变，引

发公民的身份认同等问题。

（一）全球化背景下公民身份认同影响因素

分析

人的认同并非恒定不变，但在不同时代，

变化的速度和影响各有不同。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并不谈论‘认

同’和‘承认’，这不是因为人们没有（我们所

说的）身份认同，也不是因为他们不依赖别人的

承认，而是由于这些东西完全不成问题，根本没

必要把它变成一个探讨的问题。”[3] 也就是说，

图1  多元公民身份的层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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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不会产生身份归属问题，这

种身份归属的稳定当然不会带来身份认同危机甚

至冲突等问题。但是，这一切在全球化狂飙突进

的时代背景下改变了：认同在现代社会中开始成

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问题。究其原因，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的今天，纵览大量论

述全球化的文献和书籍，我们发现很难对“全球

化”这个概念本身进行确切的定义，往往是基于

不同的视角，对全球化有着不同的理解。从全球

化对文化影响的角度而言，全球化是文化多样互

动和文化交流空间不断扩大的过程。原本处于不

同文化框架中生存的人们需要不断互动，需要面

对跨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而这种

差异感首先带来的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就是说，

人往往从差异与不同中感受自我的存在，对身份

的重新思考则成为自我意识觉醒的起点。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个人

与社会的联结，身份归属终身不变的情况发生了

改变。当认同与身份之间发生断裂时，人们开始

提出这样一个个尖锐的问题：“我是谁 ?”以及

“我怎么知道我是谁？”。正如韩震教授所指出

的那样，“在生成的意义上，认同是与能够形成

区分的差异性相关的，没有区别就没有必要进行

认同”[4]，也就是说，认识到差异性是产生认同

危机的原因所在，而没有充分自我意识的人是不

可能感受到身份变化所带来的差异性问题。自我

意识的觉醒必然会进行反思，反问自己是谁、属

于怎样的社会以及与什么样的人结为共同体，自

我意识觉醒所带来的认同问题也就产生了。

2. 网络和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

21 世纪是网络和虚拟空间的时代。网络正

以惊人的速度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进程和人类的未

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冲击

着人们的行为模式、价值取向、心理发展和道德

观念等。网络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网络把千百万人维系在同一个虚拟空间，信息实

现了超越民族、国家、社会地位、政治立场等的

传播，人们能够自由地对所有人发表自己的意见

和看法。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活动方式和社区

形式，进而也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的认

同本身。赫尔德（David Held）在分析信息全球

化时也指出：它并没有创造一种共同的人生目标，

而是强化了统一和差别的界限。[5] 其中的主要原

因之一就是网络世界具有即时效应，即使是遥远

地方所发生的事件及信息也能在第一时间获得。

同时，国家的地理边界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也

受到网络的影响。在人们交换信息的过程中，不

同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与道德也产生了前

所未有的冲突，原先为人们所认可的社会制度、

价值和文化观念，由于全球网络的形成，逐渐受

到影响。同时，由于一个人在虚拟世界中可以同

时拥有若干个自我，这种多重化的个人身份使得

自我成为一种非稳定的、非整全的东西，使得人

们对自我的了解也只能是片面的。随着信息化时

代的深入，认同问题也就更具时代特色了。

3. 消费文化的标签效应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消费文化”作为一

种大众话语开始流行，意指消费社会的文化。也

就是说，在当代社会，消费不仅仅是利用商品的

实用功能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而是把它与生活

质量和幸福感紧密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它

已成为彰显生活意义的方式，成为价值显现的标

签，其核心是作为消费对象的商品的文化意义不

断扩大。因此，商品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往往发挥

了为消费主体定义自我、区别他人的符号功能。

韩震教授对此做出了精辟的阐释，在他看来，

“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自我认同的主要

的指示器和标尺，人们用消费界定自我认同的边

界和内容。”[4] 总之，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

如果说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自我认同的内在机制的

话，那么消费文化已经成为自我认同的外在标志。

（二）多元公民身份与认同危机

在当代社会，随着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形

成和发展，特别容易产生认知与情感不同步的现

象，即个体可能很明确地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共

同体，具有这个共同体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但并

不一定产生对这个所属共同体的归属感，甚至有

可能在情感方面走向另一端。在缺乏情感归属的

情境下，他有可能选择变换工作或移民他国，这

种选择本身就说明了身份的客观现实与认同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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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倾向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与不同步现象，当然，

身份变迁带来认同危机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认同危机的表现来看，一是身份认同内容

的冲突。就一般情况而言，每个人都在某一种身

份中存在，但是如果身份多元化，如移民、异族

通婚等往往可能带来因不同文化、制度规范等认

同内容的冲突而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巴西的日

本移民后裔所面临的困惑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生动

范例。[6] 二是身份认同层级的冲突。公民身份在

不同范围和层级扩大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不同

范围和层级的冲突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我国

香港回归以来的身份认同问题：在身份认同方面，

“我是中国人”与“我是香港人”这种层次上认

同冲突现象仍然存在，在国民身份认同上仍然有

一定的离心力和抗拒力，存在着摇摆的立场。

三、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认识公民身份
认同与公民教育的关系

国际公民教育界对公民教育有一种较为权

威的分类方法，即根据公民教育的目标将其分

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与层次：第一类是认知层面

的“关于公民身份的教育”（education about 

citizenship）；第二类是能力层面的“通过公民身

份的教育”（education through citizenship），强

调学生学会如何运用公民权利和履行义务并培养

参与意识和能力；第三类是综合性的“为了公民

身份的教育”（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强调

通过各种途径，在知识与理解、技能与态度、价

值与取向等各个方面培养学生，使他们能够在未

来的生活中积极履行作为公民的角色和责任，成

为真正的合格公民。[7]

（一）公民教育是构建公民身份认同的现实

路径

当今世界，公民教育作为一种有目的的活动，

被普遍认为是构建公民身份认同的有效办法和现

实路径。

1. 公民教育与公民身份认同

公民身份的变迁说明公民身份并不是固定或

静止的，具体内容也常处于变化或发展之中。公

民教育的内容亦然，它具有多维性。希特（Derek 

Heater）指出：公民教育就像一个三维立方体，

包括成分（身份、忠诚、德行、法律地位或公民

地位及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地域层面（本地、

民族国家、地区或世界）以及教育结果（知识、

技能、态度）。[8] 一般来讲，公民教育的内容包

括公民的基本知识、树立符合公民角色的情感、

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对政治社区及其成员所必需的

群体认同感。公民教育是世界各国培养合格公民

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学校中的公民教育，通过倡

导与时俱进的公民教育理念、整合多元化的公民

教育内容、构建开放式公民教育体系等方式加强

学校公民教育，并通过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结

合、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互动等形式提升公民教

育的效果，促进公民的身份认同。

2. 公民教育与国家认同

如前文所述，在多元化的公民身份层级中，

国家公民身份仍是当代社会最基础、最核心的身

份。因此，构建新的公民身份认同还是应当从国

家这个政治共同体开始。希特（Derek Heater）认

为：“在历史上，公民身份已经成为一种由国家

赋予个人的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地位以及个人对国

家忠诚的一种承诺。因此公民教育旨在寻求引导

个人获得身份地位并履行忠诚的承诺。所以，事

实上，在理论和实践中，国家在自身的形象上所

提供的一种公民教育形式往往被认为是自然的、

谨慎的和必要的。”[9] 可见，培养公民的国家认

同是公民教育的首要任务。全球化背景下，多元

价值诉求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形成共同的价值

观则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是在这种背景下，越需

要公民教育在培养国家认同方面发挥作用，灵活

应对国家认同领域存在的困难，促进公民形成对

国家的归属感和忠诚感。

（二）公民教育帮助构建公民身份的积极认同

1．构建公民身份的积极认同

个人对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有两种基本态

度：一种是积极主动的回应态度；另一种则是消极

被动的回应态度。积极主动的态度表现为对自己是

共同体成员身份的高度认可和肯定，并积极主动地

践履该身份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消极的态度则是以

被动的心态看待自己的身份，消极地行使自己的权

利，消极地担负甚至回避与该身份相匹配的权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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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10] 对公民教育来说，培养具有积极主动态

度的共同体成员是其追求的重要目标，通过培养公

民积极主动的参与意识和高水平的参与能力，帮助

公民形成对公民身份积极主动的回应态度，从而构

建公民身份的积极认同。

2. 培养合格公民

拥有公民身份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合格的公

民。合格的公民不仅具有认识、情感态度价值观

层面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实践。虽然不同

国家对“合格公民”所强调的内容不同，但以“合

格公民”为目标指向的公民教育则是世界各国共

通的追求。尤其是实践领域，通过公民教育，培

养明了公民权利义务、具有正确的政治认识，并

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有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

政治共同体成员。而这一过程的重点之一，就是

提升公民身份认同。因为公民只有在情感上归属、

认同其所属的共同体，才能真正重视自己的公民

权利，并以一种主动性的实践参与形式在政治、

经济及社会生活中认真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

注释：

①对于 citizenship 一词，国内理论界有三种译法：公民权利、公

民资格与公民身份。为了体现 citizenship 的丰富内涵，同时基于

本研究所论述的范围与指向，本研究将 citizenship 一词译为公民

身份。

②马歇尔所指的三要素是指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公

民身份真正建立必须是公民真正享有这三种权利。参见 T.H. 马歇

尔 .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 [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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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Globalization
SHI Yudan & GUO Zhimin

Abstract: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hip in national states has been faced up 

with new challenges. The recognition of citizenship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decentralized and personal. 

Consequently, citizenship has thus become more diverse. These changes in citizenship will trigger conflicts 

between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As the trend of constructing a diverse multi-citizenship 

system has been regarded as unstoppable, it is necessary to highlight the role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solving problems of citizenship identity in order to build positive recognition of citizenship and cultivate 

qualified citizens.

Key Words:globalization; citizenship;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citizenshi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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