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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我国的民族优惠政策

杨虎德

  国际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权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和他们所属的文化群体无关，因而强调少数民族权利或者多数民族权

利是错误的，并以此批评民族优惠政策。如美国法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提出，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无法事先选择出生在某个优势

群体中而受到惩罚，同样也不能因为无法选择出生在某个劣势群体中而受到优惠；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则更是将对一些人

实施的民族优惠政策称为“倒过来的歧视”。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国内学术界也不断有人提出，应

该用区域发展优惠政策来代替民族优惠政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未能把握我国民族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在当前及今后的很长一

段时期，对广大少数民族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应是一项基本原则。 

  首先，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各国的民族发展都具有不

平衡性。在实现民族平等的过程中存在着社会目标与社会现实之间、形式上的平等与实际的平等之间的极大矛盾。在这种情况

下，要想得到平等的结果，就不能只停留和满足于形式上的平等，有时需要采取不平等的手段来实现平等，即平等的结果往往要

求不平等的机会。在实现民族平等方面也同样如此，要实现各民族之间结果的平等并且保障和维护少数民族的平等权益，就必须

考虑各民族发展上的差距和文化上的差异。如果单纯强调“一把尺子量到底”，其结果只会是不平等。对于少数民族权益特别保

护的特殊原则，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具体表现为优惠政策和措施。 

  从我国各民族发展现实来看，各民族之间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长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许多少数民族因为人口数量、地域

分布、自然环境、历史基础、社会发展水平等条件的限制，在一些方面还难以有效地享受法律赋予他们的各项平等权利，难以完

全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为此，我国通过立法、行政等手段进行了引导和调整，形成了一系列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和特殊照

顾措施。实践证明：这些优惠政策和措施得以贯彻和实施之后,已经充分显示出保障各民族权利平等、促进共同发展的预期效

果。 

  其次，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符合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的首要原则，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前提。世界

著名政治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人们的生活前景既受制于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也与人们一出生就具有的不平等

社会地位密切相关。“主要制度确定着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影响着他们生活的前景及他们可能达到的状态和成就……影响到人们

在生活中的最初机会”。而这些对个人影响很大的不平等往往是个人无法选择的,因此，这些最初的不平等就成为公平正义原则

的应用对象。公平正义原则就是要“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来从全社会的角度处理这种出发点方面的不平等，尽量排除社会

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任意因素对于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罗尔斯的正义论，在强调个人基本自由权利的同时，要求社会体制

上的努力，消除差异以使最不利者获益。相对于功利主义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罗尔斯强调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在他

看来，权利最容易受到忽视和损害的是那些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因而，社会应该把维护自由、权利的视线放在这些人身上，并

以此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原则。对此，当代政治学领域的讨论已取得共识，人们倾向于“不能仅凭无差别待遇规则来界定和

衡量社会公正”,“是对所有人使用同样的规则还是对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规则,应该在其特殊背景下逐例审定,而不是事先设

定”。我国的民族优惠政策是针对各民族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社会内部结构具有较大差异、少数民族生存环境具有特殊性、少

数民族发展总体上仍处于弱势地位而制定实施的，其出发点在于以制度和政策的方式寻求弥合社会发展上的差距，体现了公平正

义这一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最高原则。 

  第三，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就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言，应当保障

各民族的均衡协调发展。各民族的均衡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责任与义务，也是各民族的合法权利。新中国成立后，面临

复杂的国际环境，国家在资源配置和重大建设项目布局方面，首先选择了东中部汉族地区。使东中部汉族地区的发展速度远远高



于民族地区。虽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汉族地区给了民族地区不少支援，但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上，民族地区和少数民

族做出的牺牲更大、对汉族地区和汉族的支持更大。因而，率先发展起来的汉族地区和汉族干部群众应以一种感恩的态度来支持

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发展，应衷心拥护、大力支持国家加大对民族地区投入的力度。这既是给予少数民族对国家贡献的最充分

肯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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