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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

通过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全国共有 56 个民族，即汉、

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

侗、瑶、白、土家、哈尼、哈萨克、傣、黎、傈僳、佤、

畲、高山、拉祜、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

土、达斡尔、仫佬、羌、布朗、撒拉、毛南、仡佬、锡

伯、阿昌、普米、塔吉克、怒、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

克、德昂、保安、裕固、京、塔塔尔、独龙、鄂伦春、赫

哲、门巴、珞巴和基诺族。其中，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

其他 55 个民族人口相对较少，习惯上称为“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有一亿多人口，分布在全国各地，民族自治地方

占国土面积的 64％。

60 多年来，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持续增加，占全国

人口比重呈上升之势。根据已经进行的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少数民族人口 1953 年为 3532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6.1%；1964 年 为 4002 万 人， 占 5.8%；1982 年 为 6730 万

人， 占 6.7%；1990 年 为 9120 万 人， 占 8.0%；2000 年 为

10643 万 人， 占 8.4%；2010 年 为 11379 万 人， 占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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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相差较大，如壮族有 1700 万人，而

赫哲族只有 4000 多人。

多民族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

民族事务始终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当今世界

共有 200 多个国家，2000 多个民族，如何处理民族关系，

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国家结构形式上，有单一制、联

邦制之分，选择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属于一国的根本

政治取向。从统一的多民族的国情出发，我国在实行单一

制的同时，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依法实行民族区域自

治。宪法明确规定，在我国，“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

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

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历史地看，这

一制度设计，是我们党从国情出发、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

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民族理论，成功解决中国

民族问题的制度创新。

实践表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贯彻实施，极

大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各

项合法权益，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显

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截

止到 2013 年年底，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总量由 1984 年

的 680.95 亿元增加到了 6477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

加了 16 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84 年的 585

元增加到了 22699 元，增长了 38 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1984 年的 299 元增加到了 6579 元，增长了 21 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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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成就显著。截止到 2014 年，民族八省区（内蒙古自

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

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和少数民族分布

集中的贵州、云南和青海三省）公路总里程达到 108.5 万

公里，是“十五”末的 3.9 倍。二级及以上公路里程达到

10.2 万公里，是“十五”末的 2.3 倍。到 2013 年，全国

各级各类学校中少数民族在校学生总数为 2412 万人，30

多年增长了 1.13 倍；通过实施“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

才”培养计划，使每个民族都有了自己的硕士生、博士

生。民族自治地方新农合参合率稳定在 95% 以上，少数

民族群众健康状况不断得到改善，社会保障在 30 多年间

也实现了从无到有、待遇从低到高、覆盖范围从城市到乡

村的发展。文化事业也不断得到蓬勃发展，截止到 2013

年，全国建立民族文字图书出版社 32 家，民族语言文

字类音像电子出版单位 13 家，民族文字报纸 99 种；民

族自治地方有广播电台 73 座，电视台 90 座；各类文化

机构 2.08 万个，全国 5 个自治区全部实现了“数字图书

馆”全覆盖，共建立有图书馆 653 个，文化馆 784 个，文

化站 8153 个，博物馆 385 个，乡镇、街道、社区共“公

共电子阅览室”站点 5417 个。民族文化对外交流不断扩

大，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

分的保障。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重视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区

域自治法，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受

到尊重，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民族关系和谐稳定。目前，

全国 5 个自治区、30 个自治州、120 个自治县（旗）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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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旗）县（旗）长全部

由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同时，注重合理配

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干部，切实保障

自治机关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每个民族不论人口多少，都

有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民族

都有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受

到重视，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国家机关公职的法律规定和有

关政策得到落实。155 个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干部比

例，普遍接近或超过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

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以来，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配套规

章、措施办法制定工作稳步推进。截止到 2012 年年底，

现行法律法规中，共有 115 件法律、47 件行政法规涉及

民族问题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和修改自治条例 262

件，现行有效的 139 件； 制定单行条例 912 件，现行有

效的 698 件。民族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为保障各少数民

族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依法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

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法治保障。目前，我国民族

地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边疆巩

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成就举世

瞩目。

一种政治模式、一种政治制度，能够成功地解决中国

的民族问题，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又照顾到不同民族的

特殊情况，使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民族共同进入一

个崭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此，必须要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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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牢固的政治信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党处理我国

民族事务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

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

容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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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各民族热爱我们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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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国家统一

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

机关，行使自治权。”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民族

问题，调整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平等、促进民族繁荣的一

项基本政治制度。其中，国家的统一是前提，少数民族聚

居是要件，设立自治机关是特色，行使自治权是途径。这

一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艰苦探索、流血牺

牲，而取得的民族解放成果的制度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将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的伟大创新。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脉络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既一脉

相承又有重大发展创新。深入研究、深层把握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的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党的民族政策，

更好地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主张。民族问题

历来属于世界性的问题。早在 20 世纪初，在反帝反殖民斗

争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就曾出现过民族自决的浪潮。马

克思、恩格斯有关民族自决的论述不多，但在当时对民族

自决理论是明确持肯定态度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