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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大为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学习宣传贯彻十七大精神，就要求民族理论工作

者认真研究当前我国民族问题实际，探讨我国民族工作规律，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

和谐理论，以指导我们民族工作的实践，促进我国民族关系的和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

量。具体讲，我认为应开展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一、我国民族关系的本质属性研究 

  当今时代，社会是民族的社会，民族是社会的民族，社会和谐包括民族和谐。因此，从根本上

讲，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属性。这是一个科学而崭新的结论。 

  新中国建立以来几十年的民族工作实践，实际上都在促进民族和谐和民族发展。应该说，在增进

民族和谐方面我们进行了艰辛的努力和探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这就要求民族理论工作者要系统总

结我国在促进民族和谐方面的成功经验，用民族工作成就和民族发展的实际来证明民族和谐与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证明民族和谐在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属性中的本质地位。 

  要研究好“和谐是我国民族关系的本质属性”这个命题，我们至少应把以下几个问题讲清楚：民

族和谐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民族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民族和谐是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

共同繁荣发展的必要前提；民族和谐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民族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

质要求和体现。 

  二、民族和谐的意义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也是现阶段我

们全社会的目标和任务。这个目标和任务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需要各党

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因此，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

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全国各民族的大

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 

  民族和谐意义研究可以从几个方面展开：民族和谐与社会和谐关系研究；民族和谐与中华民族凝

聚力研究；民族和谐与国家向心力研究；民族和谐与民族地区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研究；民族和

谐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研究；民族和谐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关系研究；中华民族整体和谐性

研究；民族内部结构和谐性研究；和谐民族关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研究。 

  三、民族和谐的目标任务研究 

  民族和谐标准要求和目标任务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

中不容回避的问题。这里面涉及的内容很多，既有民族发展问题，也有民族关系问题；既有经济方面

的内容，也有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既要有定性分析，又要有

定量分析。如果能够确定这样的民族和谐标准要求和目标任务，那么我们的民族和谐建设就有了参



照。 

  当然，拿出一个具体的指标性和可操作性的标准非常不容易。目前的研究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着

手：民族和谐内涵研究；民族和谐目标研究；和谐民族内涵研究；和谐民族目标研究；和谐民族关系

内涵研究；和谐民族关系发展研究；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研究。 

  四、影响民族和谐的问题研究 

  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产生的阶级根源已不存在，因此，从理论上和本质上

讲，民族间是平等、和谐的。但由于民族的发展程度不同、具体利益不同、语言文化不同、风俗习惯

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都会引发民族矛盾，产生民族问题。 

  我们应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研究新世纪新阶段影响民族和谐的新现象、新问题、新矛盾。这

些研究应包括：民族和谐的现状研究；民族发展不平衡影响研究；民族地区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研

究；部分民族地区返贫现象研究；民族地区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研究；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状

况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民族关系影响研究；人口流动与民族发展关系研究；民族问题国际化倾

向研究；国际合作对跨界民族发展影响研究；国外宗教势力扩张影响研究 

  五、促进民族和谐的政策措施研究 

  我们党历来重视民族政策问题，在革命和建设的每个时期都制定了相应的民族政策体系。在新世

纪新阶段，我们的民族政策措施研究应更加体现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特色和特点，应更加体

现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更加具有针对性、多样性、时代性和可操作性。 

  具体来讲有以下方面：民族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政策研究；民族地区贯彻落实“以人为本”

政策研究；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与和谐社会建设

研究；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研究；民族地区发展和“和平、发展、合作”时代潮流关系

研究；民族地区和谐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研究；人口流动与民族地区人才政策研究；民族地

区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政策措施研究；民族地区党建工作研究；民族矛盾、民族问题突发事件控制机

制研究；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研究；解决少数民族特困群体生活问题的政策措施研究；跨界民族开

展国际合作政策措施研究；民族地区应对宗教势力扩张影响政策措施研究。 

  六、实现民族和谐的动态过程研究 

  不断化解矛盾的过程，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我们时刻处在这一过程之中，我们在

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和进步。实现民族和谐既是我们开展民族工作的目标和任务，也是我们开展民族

工作的方式方法，化解民族矛盾、解决民族问题的过程就是实现民族和谐的过程。 

  民族理论工作者要认真研究民族和谐的动态过程，把握民族和谐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这一研

究可从以下方面来考虑：民族和谐历史研究；民族和谐现实研究；民族和谐发展研究；民族和谐规律

性研究；民族和谐过程和民族政策过程关系研究。 

  七、加强当前民族问题实际研究，实现民族理论学科的发展和创新 

  在研究内容上，要更加注重对当代民族问题实际的研究。当前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新的

民族问题、民族现象不断出现，新的民族矛盾也越来越多。世界越来越一体化，但民族战争和冲突在

增多；我们进一步融入了国际社会，但民族问题的国际性在增强；我国经济社会总体发展很快，但民

族间发展的差距在拉大；各民族间的交往联系在增强，但是民族间的摩擦和矛盾也在增多。对这些现

实问题，我们都必须加大研究力度，以把握新时期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为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的制

定提供理论基础。 

  在研究方法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注意吸收借鉴国外民族理论研究成果和国内

相关学科如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的学科知识。这是由民族理论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决定

的。我们所要建立的和谐社会是个多民族的和谐社会，社会的团结、统一和进步离不开正确民族观的

指导；民族理论学科还肩负着指导民族工作实践、引导民族领域的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任

务。这个学科的基础性和指导性特点，决定了它应该是善于吸收创新、始终充满活力的学科。 



（来源：《理论前沿》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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