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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安全事关国家安全，是国家经济、政

治、文化等制度稳定发挥功能的重要保障。边疆民

族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民族分布等特点，

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边疆民族

地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对维护我国安定统一具有

重要作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

争便从未停止，边疆民族地区更是西方国家对我

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区域，严重威胁到民

族团结和国家安全。因此，必须深入分析边疆民族

地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面临的困境，加强对策研

究。

一、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
全建设的现实意义

边疆民族地区地理位置特殊，情况复杂，治理

难度较大，在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稳定中的地位

举足轻重。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

工作 [1] 153。新形势下，意识形态斗争更加激烈、隐

蔽、复杂，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尤为重要。

（一）边疆稳固、祖国统一的现实需要

边疆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多民族聚居，多元文

化交汇，多宗教共存，多民族共处，深受民族分裂

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的影响，是各

种突发事件多发地带，是国家治理中的特殊方面。

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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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边疆民族地区成为

主流，使之具有权威性、合法性，不受其他意识形

态的威胁。通过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建设，武装边疆各族人民的头脑，加强他们对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党的领导的认同，进而

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的政治局面，对边疆稳固、

维护国家统一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加强边疆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需要

“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

运，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

力”[2]。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预测功能、整合功能

和调控功能。在文化、宗教和信仰多元的边疆民族

地区，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可以有效整合各民族文

化，加强其与中华文化的联系与沟通，凝聚思想

共识，促进各民族的团结，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更深层次的弘扬和培育，

从而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外“三股势力”及其

意识形态的渗透。要加强边疆民族地区人民对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提高边疆民族地区文化

软实力，为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精神支

撑和思想保证。

二、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建
设面临的挑战
（一）西方各种错误思潮对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

态的渗透从未间断

从新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

便存在意识形态之争，当前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

斗争。自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遭受了沉重的挫

折，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被西

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视为威胁，民族矛盾和宗教

矛盾交织的边疆民族地区更是被西方势力视为瓦

解中国的着力点和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区

域。西方国家一直以来以各种方式制造舆论、歪曲

事实、引发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企图

分裂我国。西方国家从军事对抗、经济封锁到利用

现代化技术手段、文化输出等方式试图对我国进

行“和平演变”，虽然渗透的方式和手段在不断变

化，但其取代社会主义的本质意图却从未改变。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到来，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先进技术和传播媒介加速对边

疆民族地区进行渗透，输入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

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等思潮。他们鼓吹

马克思主义无用论，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已经过

时；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推行以超级大国

为主导的政治、经济、文化全球一体化；否定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迄

今为止最好的政治制度，是人类最高形态的文明，

资本主义最终会取代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否定马

克思主义所论证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

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重要理论；打着

“自由”“平等”“民主”等口号，宣扬美化资本主义

的自由、民主、宪政，攻击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主张

多党制、普选制，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攻击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以扰乱边疆民族地

区人民的政治思维和价值观念。诸如此类的错误

思潮还有很多，这些错误思潮的本质都是企图抢

占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阵地，否定社会主义，否

定马克思主义，宣扬西方制度体系和价值理念，进

而达到取代社会主义的目的。

（二）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意识形态安全

形势更为严峻

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其偏远的地理位置，恶劣

的自然条件以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导致其经

济、医疗、教育、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建设整

体滞后于其他地区。据统计，在 2018年全国 31 省

区市 GDP 排名中，边疆民族地区排名倒数，与其

他地区的 GDP总值相差较大。边疆民族地区整体

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落后意味着边疆民族地区人

民所获得的实际利益不足，从而导致他们大多数

叶 进等：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研究 27



决 策 与 信 息 （总 517期）

人关注的还是现实生活中吃穿住行的问题。“物质

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

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 117，物质生活水平得不到提

高，精神生活就不会被重视，理想信念就会动摇。

在这种情况下，边疆民族地区人民就感受不到国

家日益强盛带来的各种福利，看到的是与其他地

区的贫富差距，久而久之会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

心，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也会大打折扣，意识形态

安全防线也会面临崩溃。同时，边疆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的落后也会被境内外各种不法分子和敌对势

力利用。他们大肆宣扬西方国家经济的发达，文化

的强大，科技的先进，侵蚀边疆地区人民的思想，

误导边疆民族地区人民，将一些经济问题曲解为

政治问题、制度问题甚至是民族问题，诱导引发民

族矛盾和冲突，破坏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阻碍

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

此外，由于边疆民族地区地域辽阔、民族众

多、居住分散、位置偏远闭塞、交通不便等自然及

社会原因，给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及宣传带来了很

大阻碍，一些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手段、载体和平

台难以在边疆民族地区运用和落地。加之边疆民

族地区部分群众文化程度偏低，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水平不高，对各民族历史、国家各项政策及实时

动态不了解，意识形态教育效果甚微。其民众受到

周围邻国的文化影响较大，一些分辨能力不强的

民众，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此外，有的边疆民族

地区的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意识形态斗争，对

意识形态安全和教育不够重视，加强意识形态领

域安全建设的能力和意识不足。由经济社会的相

对滞后引发的种种问题，都对边疆民族地区意识

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应该认真分析和对

待，正确引导边疆民族地区民众，坚持社会主义主

流意识形态，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三）边疆民族地区宗教众多，文化多元影响意识

形态安全

边疆民族地区宗教众多，佛教、基督教、伊斯

兰教、道教以及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民间宗教广泛

存在，且分布错综复杂。边疆民族地区人民普遍信

教，宗教的多样性带来的是群众信仰的多元，信仰

的多元就会给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元化的

主体地位带来挑战。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宗教问题本身具有复杂性，往往与经济、政治、文

化、民族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宗教种类的多样无

疑会加剧宗教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无疑也

会给边疆民族地区的宗教管理和意识形态工作带

来挑战。

宗教影响着边疆民族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

行为习惯、传统习俗、政治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和发

展。宗教具有双重性，它有积极的一面，可以与社

会主义相适应，但也有消极的一面，与社会主义相

背离。宗教具有凝聚少数民族人心、强化本民族认

同的作用，若是不能发挥积极作用，则会导致部分

信教群众对宗教和本民族的认同高于国家政治和

国家大家庭的认同，给国外宗教势力和不法分子

进行宗教渗透提供可能。“宗教渗透是带有明显政

治意识倾向的，具有政治恶意性、文化侵略性、活

动国际性、组织秘密性、活动多样性及破坏严重性

等特征的非正常的宗教传播”[4]。一些交通不便、信

息闭塞的地区，更容易被敌对势力灌输宗教极端

思想，宣扬与社会主义不符的宗教教义，发展极

端教徒，诱导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夸大本民族历

史，弱化对国家和社会主义的认同，动摇党的群

众基础。同时，随着边疆民族地区不断对外开放

和交流合作，境外敌对势力更是披着宗教的外

衣，打着举办各种宗教交流活动的幌子，借助宗

教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发布反动言论，制造各民族

矛盾分裂，灌输其价值观，严重威胁民族团结和

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边疆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

形成了本民族固有的语言文字、文化习俗、行为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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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而且各民族文化在不断的交融中发展。随着时

代的发展，西方文化、现代文化、网络文化再加上

本地区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共同形成了多元文

化的格局，文化的多元势必带来不同文化间的融

合与碰撞，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传

统民族文化受到现代文化、西方文化、网络文化

的不断冲击，其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减弱，民众

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在不断下降，思想方式和行

为方式也容易受到西方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的

冲击与影响，进而侵蚀民族精神，破坏民族团结

与统一，不利于巩固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

全。

三、建设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
全的有效路径
（一）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巩固意识形

态安全的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是维系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

的重要保证，如果经济基础不牢固，边疆民族地

区民众的获得感就不强，思想方面容易出现波

动，进而给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要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以发展促

安全。

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建设，要坚持贯彻新

发展理念，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通过科学准确地

调查统计边疆民族地区居民的基本情况、资源分

布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空间发展规划和经济发

展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听取区域民众意见以

调动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合理有效统筹区域内的

资源、能源，加速资源型区域转型发展，优化调整

产业结构，改变粗放式发展，延长产业链，以实体

经济为着力点，建设创新型、环保型企业，发展具

有边疆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使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生活富裕、生态宜

居，切实感受到国家之于个人的实实在在的利益，

加强对国家的认同感；贯彻落实边疆民族地区乡

村振兴战略，加大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倾斜力度和

支持力度，坚持扶贫与扶智（志）相结合，设立相关

培训机构，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人民拥有一技之长，

充分就业、创业，拓宽他们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

入渠道，保证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继续实行

对口支援政策，吸引和派遣高新技术人才、管理人

才、建设人才去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为边疆地区发

展注入活力；完善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保障体系，抓

住边疆民族地区人民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解

决好医疗、养老、上学、住房等基本问题，让边疆民族

地区居民形成“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

所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5] 287 的局面，牢固

党的群众基础。加快完善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改革，增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分；加强

边疆民族地区交通、信息、网络、水利、电力等基础

设施建设，推动区域、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让边

疆民族地区群众了解党和国家的实时动态，提高

辨别力，增强对党和国家的认同，进而团结一致，

确保边疆稳固，边境安全；加大边疆民族地区的开

放力度，形成更深层次开放格局，利用地理位置优

势，抓住国家“一带一路”重要契机，拓展对外贸

易，加大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培育边疆民

族地区贸易新模式，提升本地区经济的优势，提

高社会生产力，缩小与其他区域的差距；通过大

力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经济，让边疆民族地区人民

享受到发展成果，加深对国家的认同，进而拥护

社会主义体制，确保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

全。

（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构建边疆地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

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6] 9。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

建设，要从表达方式和传播内容入手，巩固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加快边疆民族

叶 进等：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研究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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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普及义务教育，加强中等和

高等教育的发展，提高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知识文

化水平。要培养一批既熟悉少数民族语言又精通

汉语，既熟悉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又精通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的师资队伍。大力推广双语教学模

式，实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同步

教学，打破语言障碍，达到思想上的交流，文化上

的认同，增强对国家的归属感；同时，要培育精通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国家历史文化的边疆民族

地区的本地人才，担任民族地区交流的使者，结

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在少数民族语境下科

学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内涵，坚持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

思潮。

构建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话语权，要充分

发挥边疆民族地区高校的重要引领作用。边疆民

族地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要增强意识形态

话语权的理论解释，尤其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理论成果的阐释。创新意识形态话语的表

达方式，创设符合边疆民族地区特点和语言习惯

的话语模式，增强意识形态话语的亲和力，简洁明

了地传达意识形态话语所表达的政治诉求，增强

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进而促使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在边疆民族地区获得普遍认同。此外，要大力

开展类型多样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活动，加强社

会主义价值观的传播与教育。通过电视、网络、报

纸等媒体宣传途径，让边疆民族地区人民了解国

家的时事政治、取得的新成就；定期组织文艺演出

活动，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

宣扬意识形态教育的优秀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

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使少数民族群众得以欣赏和

阅读；把少数民族习俗、节日活动与意识形态教育

结合起来，寓教于乐。

（三）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宗教管理，引导其与社

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宗教问题极端重要，处理不好就会引发民族

问题和政治问题。边疆民族地区宗教众多，因此要

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宗教的管理，引导其与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

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宗教的治理，要贯彻落

实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引导边疆民族地区

各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注重宗教的政治化引导，

研究和挖掘各宗教的主旨要义，积极引导其与中

国国情、民情、世情相适应；对宗教做出中国化的

阐释，把宗教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

值体系相结合；创新和发展中国化宗教理论，不断

完善宗教领域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保护宗教合法

活动、制止和取缔非法宗教和非法宗教活动，遏制

极端宗教，抵御境外宗教势力渗透，坚决打击境外

“三股势力”的破坏，严惩宗教不法分子和挑起事

端的宗教极端主义者，发挥爱国宗教团体的作用，

利用其强大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在信教群众中宣扬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

究，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宣

传，明确国家对宗教的态度和立场，培养边疆民

族地区群众正确的宗教观；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

的解决策略，宗教人士在加强自身宗教素养的同

时也要提升自身政治素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

同时，提高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能力，提高宗

教管理队伍的专业水平，扫清宗教事务管理中的

误区。边疆民族地区的偏远农村村民和高校大学

生历来是宗教渗透的重点对象，要认真分析被渗

透的原因，制定相应的抵御措施，预防境外宗教势

力更深层次的宗教渗透。

边疆民族地区宗教的发展要坚持独立自主自

办的原则，防止境外宗教的干涉和控制，鼓励信教

群众参与宗教管理和监督，发现非法组织和非法

宗教活动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开展国际间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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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动，并促进与世界各地宗教间的了解与合

作；宣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提高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影响力。引导边疆民族地区宗教与社

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需要边疆民族群众共同努力，

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团结与稳定，保障边疆民族

地区意识形态安全。

（四）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网络管控，维护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网络阵地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握网络

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7] 36。

随着信息全球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日益

成为思想斗争的新阵地，意识形态斗争的新战场。

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网络管控，能够有效引导网络

舆情，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网络阵地，维系边疆

民族地区团结与统一，保障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

态安全。

一是要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普

及率，让边疆民族地区群众充分享受到网络的便

利。提高网络技术的研究与交流，提升我国尤其是

边疆民族地区网络技术的竞争力，缩小与西方国

家的差距，守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网络阵地。二是

打造一批兼具边疆民族地区特色与马克思主义特

点的新媒体平台，通过网站、公众号、微博等载体

传播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真实、迅速地报道

新闻热点和国家动态，让群众了解实情，知道真

相，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加强网络道德的宣传和

构建，营造良好的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氛围，让

各大媒体成为引导网络舆情的有力工具。三是完

善相关网络层面的法律法规，加强对边疆民族地

区网络信息管理和监督，使网络监管有法可依、执

法必严。设立专门的网络管理部门和网络警察，有

效搜集边疆民族地区群众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抓

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有针对

性地提出解决的措施和方法。四是设立边疆民族

地区网络检测和预警机制，鼓励全民参与到监督

中去，严控边疆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对网络内容

进行分级归类和过滤，杜绝不良和非法信息，对违

法违规行为予以严厉的惩处，以达到警示和预防

的作用。

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刻不容

缓，事关民族地区团结稳定和国家统一，同时要持

久用力，久之为功。要探索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

工作的规律，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更新边疆民

族地区治理理念和方法，不断维护和巩固边疆民

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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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Secur ity in Frontier Ethnic Areas

Ye Jin, Zhang Xu

Abstract: Ideological security in frontier ethnic area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ystem,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stability and unity in China.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hostile
ideological trend in the West continues to infiltra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lagging
behind, multicultural turbulence and religious issues are frequent, and ideological security in frontier ethnic areas
faces severe challenges. In view of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of frontier ethnic areas, strengthening mainstream ideological education, building ideological discourse
rights, strengthening religious management and guidance, improving networ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nd
maintaining ideological network positions.
Keywords: Frontier Ethnic areas; Ideology; Ideological Security; Nation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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