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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青年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境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我

们在2007年3月至4月使用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对北京大学学生的中国国

家安全观念作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在北大目前在校学生中，不存在狭隘民

族情绪上升的趋势，更多的是健康的爱国主义，开阔的国际视野，以及对国家外

交政策和国家安全观念的认同。以下是本次调查的主要结论。

一、北大学生高度认同我国国家安全观念和政策

从调研结果来看，北大学生高度认同我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主要表现在：

1、对我国目前国家安全环境的估计比较乐观

总体来看，北大学生对我国所处国家安全环境的判断还是比较乐观的，大部

分学生看到了国际环境变化中积极的一面。首先，对于我国现阶段是否处于建国

以后国家安全环境最好的时期，41.3%的学生持认同观点，占相对多数。其次，对

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主要特点，60.6%的学生选择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

题，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因素不断增长”，69.4%的学生选择了“经济全球化进

程加快，但全球范围的贫富差距加大”。同时，68.7%的学生认为“世界大战和大

国全面对抗在较长时期内可以避免”。 

同时，北大学生普遍拥护我国的外交政策。58.3%的学生认为“构筑和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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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调研结果显示，出国交流经历和专业都是重要影响因素。

1、有出国交流经历的学生能更客观地看待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

有过出国交流经历的学生，对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态度比较温和理性，看问

题更加客观全面。这部分学生通过在其他国家的生活和学习，感受到了不同的文

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从而能够从多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和审视

主要国家间的关系。对于日本“入常”问题上，近半数有过出国经历的学生表示

可以理解，态度相对温和；同时，超过六成的没有出国经历的学生认为在“任何

条件下都坚决反对”。对于中国的国防力量发展水平，有过出国经历的学生中很

少有人认为要“与美国军事力量平起平坐”；相对的，有近20%没有过出国经历

的学生选择了这个选项。

2、国际政治专业学生的理解更为深入

不同专业的学生对中国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态度也有一定的差别。国际政治专

业方向的学生对国际关系的历史更加了解，有更多的国际交流的机会，因此他们

对国家间关系的态度更加客观和理性，更加希望中国在国际社会承担更多责任，

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三、北京大学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其学生对国家安全问题有较全面的理解

北京大学师生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的爱国传统和兼容并包的学风，是集文、

理、工、医等学科于一身的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党委和团委对学生的思想政治

工作高度重视，常抓不懈。在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方面，北大走在全国高校的前

列。有关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国家安全问题、两岸关系问题的高水平讲座经常不

断。北大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北大学生对国家主流安全观念和外交政策的普遍认

同，以及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比较深入的理解。由此推断，大学越是开放，越

是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并进行正面引导，其学生对国家的现状和未来越能形成理

性认识。青年学生对国家政策的支持，有助于公共舆论和国家决策之间形成良好

的互动，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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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这一主张同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一致，“有利于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

用”。对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62%的学生持支持态度，认为我国

应该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下，全心全意谋发展，避免同其他国家对抗。

2、对国家安全问题中的国内因素非常关心

在访谈中，几乎所有学生在谈到国家安全问题时，都表现出对中国国内面临

的各种问题的关心，比如贫富差距、社会稳定、环境保护、“三农”问题等等。

72.7%的学生认为“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实现中国国家安全最

重要的要素”，居于各项因素之首。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建造航空母舰，有41.2%的

学生选择“待国家综合实力更为强大时再去考虑，现在不如把经费用于扶贫和教

育”，28.2%的学生赞成“立即建造航母”，另有26.1%同意将造航母的经费用于

其他国防项目。对于中国外事工作的着眼点，57.4%的学生认为是“结合国内工作

大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3、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度比较高

对于“实现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要素”的选择，“缩小贫富差距，完

善社会保障体系”（72.7%）排在第一位，“治理环境污染”（56.8%）排在

第三位，“防范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增长”（51.9%）排在第四位，“保证

能源供应”（43.9%）排在第七位。这表明，北大学生意识到了社会安全、

环境安全、经济安全和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同时，北大学生对于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较高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大部

分学生开始站在全人类安全的高度，审慎地对待非传统安全问题，积极地评价

国际合作。比如，55.6%的学生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利大于弊，中国应该积极参

与”；59%的学生赞同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已经非常突出，支持中国在治理环境

问题中承担更大的责任；71%的学生认为恐怖主义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

的威胁，尽管其成因复杂，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

4、认为台湾问题是对我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在北大学生看来，台湾问题对实现我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29.4%的学生认

为“台独”是对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占各项威胁之首；69.5%的学生认为要实现

中国国家安全必须有足够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防实力。

对台湾问题的发展趋势，北大学生的看法比较多样化。其中51.8%的学生认为

两岸最终会实现统一，但是对于统一的方式，29.4%的学生认为是“和平统一”，

22.4%的学生认为是“武力统一”。还有44%的学生对国家统一的前景选择了“难

以判断，取决于中国实力发展和中美关系”。

从北大学生对“中美关系中存在的最大问题”的选择来看，台湾问题

（29.4%）并没有显得最重要，38%的学生选择“美国在战略上防范中国”。这与

《环球时报》的同期调查结果差别很大（在《环球时报》的调查中，70.8%的人认

为台湾问题时中美关系中的最大问题，而认为最大问题是“美国在战略上防范中

国”的人只有16.9%）。这主要是因为，北大学生普遍认为“台湾问题”在现阶段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中国迅速发展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冲击所引发的美国对中国

的“防范之心”，才是更加突出地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

5、中日关系敏感，反对日本“入常”是主流声音

在日本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的问题上，65%的学生持“坚决反对”的

态度，31.4%的学生表示可以理解。表示理解的学生认为，日本经济实力非常强

大，是承担联合国会费第二多的国家，其想谋求相应政治地位的行为是可以理解

的，但仍然难以接受。 

6、中俄关系受关注度不高，主要关注点是经济层面

在“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中，只有3.5%的学生选择了“中俄关

系”。在“2006年最关注的事件”中，只有15%的学生选择了“俄罗斯年”，在

十四个选项中排在倒数第三位。同时，56.2%的学生对“未来中俄关系的期待”是

“加强经贸往来，发展正常国家关系”。

7、反对朝鲜核试验，坚持半岛无核化

在朝核问题上，56.7%的学生“坚持反对朝鲜核试验，坚持半岛无核化原

则”，62%的学生认为“中国同朝鲜的传统同盟关系已经终结，应代之以正常国

家关系，在寻求合作的同时，也不应讳言分歧”。大部分学生不再认同“同盟关

系”，认为应该积极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合

作解争端。

8、对区域合作的态度非常务实

在亚太区域合作问题上，47.7%的学生认为“区域合作应当务实，不确定最终

形式和目标，走一步看一步，不排斥任何国家”。在他们看来，关键是维护中国

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单纯地追求“领导权”或者“分帮结派”。 

二、影响北大学生的中国国家安全观念的因素

调查表明，北大学生对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比较理性的判断，对我国对外

政策有较好的理解。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北大学生的中国国家安全观念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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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调研结果显示，出国交流经历和专业都是重要影响因素。

1、有出国交流经历的学生能更客观地看待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

有过出国交流经历的学生，对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态度比较温和理性，看问

题更加客观全面。这部分学生通过在其他国家的生活和学习，感受到了不同的文

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从而能够从多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和审视

主要国家间的关系。对于日本“入常”问题上，近半数有过出国经历的学生表示

可以理解，态度相对温和；同时，超过六成的没有出国经历的学生认为在“任何

条件下都坚决反对”。对于中国的国防力量发展水平，有过出国经历的学生中很

少有人认为要“与美国军事力量平起平坐”；相对的，有近20%没有过出国经历

的学生选择了这个选项。

2、国际政治专业学生的理解更为深入

不同专业的学生对中国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态度也有一定的差别。国际政治专

业方向的学生对国际关系的历史更加了解，有更多的国际交流的机会，因此他们

对国家间关系的态度更加客观和理性，更加希望中国在国际社会承担更多责任，

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三、北京大学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其学生对国家安全问题有较全面的理解

北京大学师生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的爱国传统和兼容并包的学风，是集文、

理、工、医等学科于一身的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党委和团委对学生的思想政治

工作高度重视，常抓不懈。在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方面，北大走在全国高校的前

列。有关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国家安全问题、两岸关系问题的高水平讲座经常不

断。北大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北大学生对国家主流安全观念和外交政策的普遍认

同，以及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比较深入的理解。由此推断，大学越是开放，越

是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并进行正面引导，其学生对国家的现状和未来越能形成理

性认识。青年学生对国家政策的支持，有助于公共舆论和国家决策之间形成良好

的互动，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