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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建设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引导公民爱国主义行为走向理性、

科学的有效措施，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建设应当以解决现有制度建设的问题为出发点，对症下药、有

的放矢。主要从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明确总体要求，制定建设规划，开展制度清理，从完善爱国主义

教育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及社会规范等几个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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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triotism education system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for strengthening 
the patriotism education, and also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guide citizens’ patriotic behavior to-
wards rationality and sci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triotism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take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the existing system construc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be targeted at 
the disease.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 defining overall requirements, formulating construc-
tion plans, carrying out system cleaning, and improving laws, regulations, policies and social 
norms on patriotism education are mainly effectiv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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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领导干部要增强制度意识，善于在制度的轨道上推

进各项事业。”[1]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要求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要“强化制度保障”。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推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走深走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共同精神支柱和强大精神动力，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2. 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的深刻内涵 

2.1. 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的涵义 

学术界对爱国主义教育制度的研究起步于 1994 年《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颁布以后，当时的研究

主要聚焦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对于制度体系的内涵、构成、功能等都缺乏深入的研究。依据 2019 年颁

布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关于“把爱国主义精神融入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体现到市

民公约、村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范、团体章程等的制定完善中，发挥指引、约束和规范作用”[2]
的相关规定，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是对所有以推动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目的的

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及其它社会规范的总称。 

2.2. 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的构成 

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由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及其它社会规范三个部分组成，其中，

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法规主要指我国现行有效的涉及爱国主义教育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

规、地方规章、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制度主要指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

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对爱国主义教育做出的规定。其它社会规范主要指某一群体成员

广泛认可的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行为标准，包括市民公约、村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范、团体章程

等中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行为准则。三大组成部分价值目标取向一致，内容旨要各有侧重，结构形式复

杂多样，且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2.3. 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建设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改变，政治与法律等上层建筑也会跟着

改变，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力状况及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此相适应，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也要紧跟

其变、顺应其变，以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依据目标设置理论，一种行为的目标通常可以设置为直

接目标与间接目标、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等，据此，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设置的直接目标、短期目标

是解决当前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制度保障不到位、成效不明显、行动不得力等问题；其间接目标、

长期目标是以制度优势最大程度地凝聚社会力量，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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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建设的价值意蕴 

制度优势是最大的优势，制度保障是最有力的保障。爱国主义教育也必须通过建设强大的制度体系

才能够做到行之有据、行之有力、行之有效。 

3.1.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

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3]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的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具有不可替代的补充作用，对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强化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保障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3.2. 推进爱国主义教育规范化、制度化的必然选择 

制度是最稳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形态，制度一旦形成就不会随着个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领域都需要相应的制度来规范。爱国主义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部分，爱国主义教育是

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爱国主义教育持续、有效的推进也需要有制度作为基本保障，爱国主义教育要产

生持久、良好的效果同样需要充分发挥制度的效能。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建设是推动新时代爱国

主义教育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常态化的现实需要。 

3.3. 推进爱国行为理性化、有序化的现实需要 

制度对个体行为具有指引作用、评价作用、预测作用、强制作用，人们可以通过制度的相关规定对

自己的行为做出预测、判断和选择。制度在规范公民行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了避免行

为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公民的爱国言行也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政策规范才能行之有据、行之有序、行之

有度。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建设是为公民爱国言行提供基本遵循和规范指引的必然要求。 

4. 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的构筑基础 

4.1. 爱国主义教育制度建设的主要成就 

我国现有爱国主义制度建设起步于改革开放。40 多年来，我国爱国主义教育制度建设经历了恢复

(1978~1989)、发展(1989~2002)、完善(2002~2012)、深化(2012~今)四个时期，先后颁布了《关于加强爱

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1983 年 7 月)、《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6 年 9 月)、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1994 年 8 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1 年 9 月)、《中小学开展弘

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2004 年 3 月)、《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

指导意见》(2016 年 12 月)、《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19 年 10 月)、《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实施纲要》(2019 年 11 月)等重要文件，并对宪法、教育法、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做了修改和完善，爱国主

义教育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形成了以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法规为基础，以党和国家的政策制

度为主体，以其它社会规范为补充的制度体系。 

4.2. 爱国主义教育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爱国主义制度建设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如，注重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爱国

主义教育制度，倡导科学、理性的爱国行为[4]；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制度内容之间的相互衔接，突出硬性

灌输与隐性濡染相结合；注重制度执行部门的相互协调配合，实现爱国主义教育全覆盖；注重加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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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为爱国主义教育积累思想积淀等。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形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显著优势，即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全国一盘棋，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大程度地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

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展现中国气派贡献智慧和力量。这些成就、

经验及优势构成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 

5. 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的擢升空间 

现有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为弘扬民族精神、凝聚社会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团

结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但由于我国爱国主义制度建设

起步较晚，许多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5.1. 制度体系建设顶层设计尚有不足 

尽管中央已经下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但文件本身只能归到政策文件的范围，并

且其中关于制度建设的问题涉及较少，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建构原则、方

向目标等重要问题尚未明确，制度体系建设的总体规划缺失，十八大之前与之后的制度建设存在部分交

叉重叠的问题，制度清理工作势在必行。 

5.2. 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法规略显滞后 

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爱国主义的规定与《纲要》要求还有距离，当前最急切的是应通过完善立法加

大对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包括加大对不尊重国歌国旗国徽等国家象征与标志，侵害英雄烈士

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破坏污损爱国主义教育场所设施，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等违法行

为的处置力度；提高对暴力恐怖、民族分裂等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幅度。 

5.3. 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实效有待增强 

一些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空白亟待填补，尤其是要增加关于爱国主义教育成效评价和考核制度，明确

其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追责机制，以确保爱国主义教育扎实推进；政策名称需要进一步规范、

统一，以使实体性规范与程序性规范更加清晰等。 

5.4. 爱国主义教育社会规范导向不明 

目前涵盖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社会规范主要有市民公约、村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范、团体章

程等几大类，这些规范面对的社会群体较为特殊，当务之急是应及时将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以大众化、

通俗化的形式融入其中，并以有效的激励制度确保其落到实处，避免规定流于形式。 

6. 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的建设路径 

构建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提高制度建设的实效性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爱国主义教育制度

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出发点，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构建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

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6.1. 明确制度体系建设总体要求 

以《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要求为指引，明确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必须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鲜明主题，坚持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坚持党对爱国主义教育的集中统一领导，突出问题导向，以增强爱国主义教育

制度建设的科学性、整体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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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制定制度体系建设具体规划 

从国家层面对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建设做出顶层设计和详细规划，确立以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法规

为基础、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制度为主体、爱国主义教育社会规范为补充的制度体系架构。制定爱国主义

教育总体规划[5]和阶段规划，设定具体建设目标，并制定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以构建高站位、宽

视野、大格局和战略性、前瞻性强的爱国主义制度体系为根本指引。 

6.3.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制度清理 

制度清理是制度建设的前提，摸清楚现有制度建设的情况才能为新的制度建设做好充分的准备。对爱

国主义教育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进行全面清理，才能搞清楚哪些制度是缺失的，哪些制度是不完善的，

哪些制度是不合时宜的。并且要确立清理机关、建立定期清理机制，确保制度建设机制的正常运转。 

6.4. 完善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是制度建设的基本依据和重要基石，完善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法规既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

要内容，也是爱国主义教育自身建设的需求。完善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法规，一方面要通过修订完善现有

法律法规将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融入其中，特别是要在宪法、教育法中明确爱国主义教育的要求[6]，调

整并加大对污蔑国家形象、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另一方面及时将相关

政策制度上升为法律法规，填补立法盲区。 

6.5. 健全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制度 

政策制度是当前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中数量较多，效力较权威的部分，进一步规范各类政策的名称和

效力级别，将爱国主义精神融入到相关政策制度从设计制定到实施执行的全过程，并加强对政策实施效

果的评估和考核，建立完善的政策评估和纠偏机制，防止出现具体政策措施与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相背

离是爱国主义教育制度建设的重要依托。 

6.6. 优化爱国主义教育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涉及范围较广，且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大都与其它社会规范混杂在一起。加强爱国主义教

育制度建设须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中的相关内容，修订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

范、团体章程等行为准则，将爱国主义精神融入这些社会规范之中，使其更好地发挥规范、调节、评价

人们言行举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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