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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是支撑和保障党的民族工作顺利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对党的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的总

结，是民族工作部门和学者们高度重视和积极研究的对象。 按照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及 ２０２１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深入

总结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是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自信的必然要求。 全面系统地学习和总

结学者们对该专题的相关研讨成果，对于帮助我们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把握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工作主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努力推进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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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是党自成立以来为成功解决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民族问题而积累的民族

工作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 认真研究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对于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两次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努力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对党的文献中关于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的梳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重要文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民族工作成就及经验总结的内容，主要体现在该时期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相

关批示、党的民族工作机构的专门报告等党的文献中，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党的民族工作开创者和

领导人的相关讲话和文章中。 １９５３ 年的《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党的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的总结。 该《总结》由中央统战部起草并经毛泽

东亲自改定，成为“文化大革命”之前指导全国民族工作的重要文件。① １９５７ 年，周恩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

谈会上作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著名讲话，纠正和解决了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在总结民族工作经验基础上，对民族政策的原则性问题进行全面系统地阐述。② １９６１ 年，李维汉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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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维吾尔自治区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对党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解放道路的

成就与经验、把握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民族关系性质与特点的基本要求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总结和探索。①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重要文献

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都高度重视对党的民族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探索，形成了新时期以

探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为主题的一系列重要成果。 １９７９ 年，乌兰夫在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的

报告，从民族工作的思想路线、民族问题的特点、民族纲领原则和促进民族发展等方面，总结了新中国民族工

作的经验教训，②该报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一个全面系统总结党的民族政策，对民族工作拨乱反

正、正本清源的重要文献。 江泽民、胡锦涛在 １９９２ 年、１９９９ 年、２００５ 年党中央召开的 ３ 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及胡锦涛在 ２００９ 年国务院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从思想路线、工
作原则、基本制度等方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及丰富经验进行了充分总结，肯定了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根本经验。③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文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２０１４ 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 ６５ 年来党的民族工作的成就

与经验。 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提出中国特色解决民

族问题正确道路“八个坚持”的基本内涵。［１］在 ２０１９ 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用“九个坚持”
对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民族工作宝贵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２］３２０２１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党的百年民族

工作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习近平出席此次会议并强调，改革

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积累了把握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形成了党关于加强和

改进民族工作“十二个必须”的重要思想。［３］ 这是站在党的百年民族工作成就与经验基础上，对新时代党的

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重要任务、工作主线、价值立场、立国之本、根本制度、生命之线、精神家园、社会基础、
法治途径、国家意识及领导保障等方面基本要求的全面把握，是指导新时代民族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

指南。
二、对党的民族工作历史经验多方面研究的回顾

党的民族工作历史经验，既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总体目标指向，又体现为党在不同阶段不同时

期服务具体中心任务开展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 在时间跨度上具有长周期的特征，历经了百余

年以来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在涉及内容上具有全视野的特征，研究视野和内容涉及当代

中国民族工作的方方面面。 对该主题的研究过程本身与民族工作进程基本保持同步发展，研究成果积累相

当丰厚。 特别是在 ２０２１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对党的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的研究，达到了近年来相关

研究的高潮。 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上以“百年、民族”作为篇名关键词搜索全库（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８ 日），总共可

以得到 ６５８ 篇成果，其中仅 ２０２１ 年全年发表的相关期刊论文就达到了 ２２８ 篇，占相关文章总量的 １ ／ ３ 强。
（一）以民族工作时间跨度为考察单位的综合研究

根据民族工作时间跨度的分期标准与要求的差异，一般可以将研究类型分为以阶段性或者单元性的时

间跨度为考察单位开展的综合研究和以考察对象发展历程的整体性时间跨度为目标开展的综合研究。 以民

族工作时间跨度为考察单位的经验研究中，代表性成果有：
一是以党史重大主题作为时间断限基础的阶段性研究。 比如《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

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问题（１９２１—１９４９）》都考察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探索

成就与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④ 而《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则是以党在民族地区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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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史为主题和断限基础进行的阶段性实践考察与工作经验研究。①

二是以新中国史发展历程作为时间断限基础的阶段性研究。 比如《十年民族工作成就（１９４９—１９５９）》
《十年来民族工作的伟大成就》等，梳理了新中国成立 １０ 年来的民族工作成就和经验。② 《当代中国的民族

工作》《民族工作四十年》全面考察与总结了新中国 ４０ 年民族工作成就及经验。③ 《中国民族工作五十年理

论与实践》则既包括了王兆国、黄铸、龚学增、杨启儒、姚茂臣等学者对新中国 ５０ 年民族工作成就与经验的

整体性综合研究，也包括了江平、郝时远、金炳镐、王希恩等学者对某些具体民族工作发展成就的专题研

究。④ 《正确的道路，光辉的实践—新中国民族工作 ６０ 年》分 １１ 个专题全景式回顾与总结了新中国成立 ６０
年来党在贯彻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和谐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历史经验。⑤

三是以党的领导集体作为时间断限基础的阶段性研究。 比如《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与

实践》《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都是把党 ８０ 多年的民族工作作为整体考察对象，并对其以党的三

代领导集体为断限基础进行的阶段性理论概括和综合性工作经验研究。⑥ 《科学发展的崭新篇章———十六

大到十八大的民族工作》主要回顾和总结了这一时期党的民族工作的成就与经验。⑦

四是以党史的发展阶段或者周年纪念期作为时间断限基础的阶段性研究。 比如《团结进步的伟大旗

帜：中国共产党 ８０ 年民族工作历史回顾》是按照国内革命斗争时期、新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个

大发展阶段来把握民族工作总体发展历程与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史》则把党的民族工作史详细

划分了九个具体时期并逐一进行综合性研究。⑧ ２０１１ 年，由国家民委编著的《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九十年》
《总结好、坚持好、发展好我们党民族工作 ９０ 年的成功经验》从根本保证、根本方向、行动指南、制度保障、基
本方法、力量源泉等六个方面概括了党的 ９０ 年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⑨ ２０１９ 年新中国成立 ７０ 周年之际，王
延中、周竞红、宁亚芳与刘宝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都结合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
以新的考察视角对新中国 ７０ 年民族工作取得的成就与经验进行了总结。�I0 这些成果也可以看成是对该主

题建党百年研究的先声与准备。
２０２１ 年学者们对党百年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的整体性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
一是围绕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百年发展的经验与启示的探讨。 王延中、周辉归纳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

遵循的五大基本理念，即坚持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观；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增进一体的民族观；以各民族

共创中华（四个共同）为主要脉络的中华民族史观；人民至上的政权观以及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观。�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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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呈接，２０２０ 年以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经验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成果也相继出现，比如：张世飞，王冰冰《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工

作的百年进程与历史经验》，《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马荣《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大团结做出的

历史性贡献》，《西部学刊》２０２０ 年第 ２１ 期，等。
参见王延中，周辉《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百年探索与历史经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严庆认为党实事求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精髓与贯彻纲领、阐释政策、凝结理论的理路，体现了党的民族理论立

足实际、品质实在、追求实用的特点。① 韩艳伟等认为，党的民族理论百年发展使得中国化的族体概念系统

得到确立，对多民族国情的认识得到极大深化，基于中国实践的民族问题理论与时俱进，形成了体现多民族

和谐相处的“中国之道”的民族理论体系。② 彭谦、程志浩认为，党的百年民族政策体现了从政治及民族关系

政策为重，向经济及社会发展政策为重的演化，从群体政策向区域差别化政策的演化，凸显出公平、正义、均
衡、发展、进步的主旋律。③ 赵新国、黎岩认为，党的百年民族政策的经验启示说明，党的领导、“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和以各族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民族政策创新发展的根本保证、目标要求及核心理念。④ 陈永亮、李思

睿认为，百年以来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

心内容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在《党章》中的不断确立深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进程。⑤

二是围绕党的民族工作实践成就与经验的探讨。 国家民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从民族工作的全局站

位、正确道路、工作主线、国情基础、制度保障以及发展钥匙、精神家园、法治战略、干部人才、体制机制等十个

方面，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百年来党领导开展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⑥ 卢成观等指出，党在百年民族工

作实践中，从政治维度、经济维度和文化维度，找到了推动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道路。⑦ 张世飞等总结党领

导民族工作经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根据民族地区特点及具体情况因时因地制宜；加强党对民

族工作的领导。⑧ 李资源等认为，党的百年民族工作史的经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实施并

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总钥匙等；启示有：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民族工作法治建设等。⑨ 张学敏、柴然认为，党在不同

时期对解决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是其制定和推进民族政策发展及判定新时代民族工作走向的依据。�I0

另外，余文兵等还强调了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生产力标准以及普遍联系、矛盾、发展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

观点等民族工作历史经验。�I1

（二）以民族工作构成内容为考察单位的专题性研究

与综合性研究不同，专题性研究是指对党的民族工作的某个或某些方面的特定内容所取得的历史经验

开展的研究。 比如，《新中国民族政策 ６０ 年》对新中国成立 ６０ 年期间党的民族政策工作发展历程进行了专

题性研究。�I2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史纲》对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史及其成就与经验进行了专

题性研究。�I3 《中国民族工作历程》从政法、经济、文化、民族研究、民族干部等方面记述新中国成立 ５０ 年来

民族工作发展历程及取得的成就及经验。�I4 《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研究》以重大事件、重要活动为

线索和聚焦点，对党成立以来的民族工作大事以专题总结形式进行经验教训的梳理和研究。�I5 郝时远著的

５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I1

�I2

�I3

�I4

�I5

参见严庆《探索与创新：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百年发展管窥》，《湖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参见韩艳伟等《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百年发展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参见彭谦，程志浩《流变与演化：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百年俱进》，《湖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参见赵新国，黎岩《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百年演进与经验启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参见陈永亮，李思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一百年历程研究———以〈中国共产党章程〉文本修订为例》，《民族论

坛》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参见国家民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党领导开展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中国民族报》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第 ２

版。
参见卢成观，代金平《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的理论主题与发展道路》，《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参见张世飞，王冰冰《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工作的百年进程与历史经验》，《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参见李资源，卢江《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百年历史回顾与经验启示》，《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参见张学敏，柴然《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政策发展及新时代走向———基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民族教育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参见余文兵等《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百年发展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参见金炳镐《新中国民族政策 ６０ 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参见张尔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史纲》，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

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参见张崇根《中国民族工作历程》，远方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研究》，中共党史出

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中国的民族与民族问题———论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
从民族国情探索、民族工作基本原则、民族问题发展趋势等民族工作的不同角度对党的民族工作成就和经验

进行专题式研讨。① 《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既包括了阶段性

综合研究，如少数民族谋求民族解放道路、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等不同阶段的工作经验内容，
还包括了构成内容的专题性研究，如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

等不同方面的工作经验研究。② 这些专题性研究，既为我们把握党的民族工作的某个或者某些特定方面的

工作的成就与经验提供了观察视角和考察坐标，也为我们从整体上综合把握党的民族工作历史经验提供了

具体支撑。
２０２１ 年，学者们对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的专题性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蒋彬、王胡林考察了党在四个时期

解决少数民族民生问题的工作历程与成就，总结了该方面工作的经验启示。③ 董强、秉浩分析了党的百年民

族区域自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成就，从基本政策、基本制度、道路内容、政治优势等方面总结了历史经验及坚

持完善的基本要求。④ 王云芳探讨了党百年来激励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理论观念、组织和制度保障等

内生动力机制方面的经验。⑤ 张炜达、郭朔宁分析了百年来党的民族法制建设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表达、
侧重方向与阶段特点，认为要将实践升华至理论，将民族政策与民族纲领逐步实现法治化与制度化，是贯穿

民族工作始终的隐性逻辑和历史经验。⑥ 王立峰总结了党对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探索的历史经验，认为党的

少数民族权利话语有强烈的规范性价值考量，既注重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也追求各民族平等友爱。⑦ 张少春

梳理了党在各时期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脉络及工作重点和内容，总结了其理论政策体系及历

史经验，阐明了其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⑧ 韩江华总结了党百年来民族语言文字

政策从探索到成熟、完善与自信的发展历程，阐明了我国民族语言文字事业在自身持续繁荣发展基础上，积
极促进民族地区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的经验。⑨ 李斌雄、兰培坤考察了民族地

区党的建设的百年史，总结了 ４ 条必须坚持的历史经验：与民族地区实际及其党情相结合；围绕党在民族地

区的中心任务加强党的建设；把党的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制度。�I0

另外，各具特色的地方性民族工作经验的专题研究，也是开展党的民族工作经验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内容。 党的民族工作的地方性经验研究，就是以某个或者某些特殊民族地区的民族工作经验为考察对

象开展的阶段性或者整体性、综合性或者专题性的相关研究。 比如，对党在多民族省份及省级民族自治区的

综合性民族工作经验的代表性成果就有：黄海坤主编的《当代广西民族工作》、�I1朱培民等著的《中共三代中

央领导集体与新疆》，�I2以及 ２０１４ 年由贵州省委、云南省委、内蒙古自治区委的党史研究室分别编写，由中共

党史出版社统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伟大实践》（贵州卷、云南卷、内蒙古卷）系列丛书等。�I3 对

民族地区的专题性民族工作经验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比如，《西藏民族的新生———民主改革亲历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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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郝时远《中国的民族与民族问题———论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江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参见李资源等《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参见蒋彬，王胡林《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民生实践历程与经验启示》，《民族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参见董强，秉浩《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北方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参见王云芳《建党百年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与发展历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参见张炜达，郭朔宁《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法制建设：实践探索、历史经验、时代回应》，《西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参见王立峰《中国共产党百年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思想探索》，《人权》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参见张少春《中国共产党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百年历程》，《民族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参见韩江华《千秋伟业正风华：中国共产党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百年演进历程》，《民族学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８ 期。
参见李斌雄，兰培坤《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进行党的建设百年历史经验研究》，《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参见黄海坤《当代广西民族工作》，广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参见朱培民等《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参见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伟大实践》（贵州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云南省委党史研

究室《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伟大实践》（云南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民族

工作的伟大实践》（内蒙古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伟大实践》
（广西卷），广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版。



斯特朗著，孟黎莎译的《西藏农奴站起来》主要关注的是西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民主改革的历史进程与

历史经验。①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则关注西藏民主改革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过程和初步实践历

程。② 《云南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主要从地方视角考察总结了改革开放至 ２０ 世纪末云南民族团结工作

的经验。 《民族团结云南经验》则从国家示范区建设的高度，把对该项工作的考察视野扩展到新世纪与新时

代。③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当新中国或者省级民族自治区逢十周年大庆时，党报党刊上专门发表的相关纪念

和庆祝文章大都是体现党在这些自治区民族工作成就及经验的最好的研究范例。 比如 ２０２１ 年，结合建党百

年的主题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相关研究也有了许多新的成果。 黄仲盈结合党的百年民族理论政策在

广西的四个时期的实践历程和成就，阐明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旺盛的生

命力。④ 陈润儿阐述了党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宁夏的百年实践历程与经验，提出了新时代建设美

丽新宁夏的基本要求。⑤ 石泰峰结合内蒙古实践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目标的发展历程、成就经验，提出新时代

推动内蒙古各项事业发展的工作原则。⑥ 这些研究为我们全面认识党的民族工作成就与经验的地方性特征

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三）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题的专题性研究

２０２１ 年民族工作的专题性研究中，比以往研究更引人注目的是，适应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工作主线要求，涌现出以对党的百年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就与经验为考察主题和研究内容的大量成果。
其中，代表性研究包括：

一是关于党构建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主题经验的研究。 马成俊、方玮蓉把党的对中华民族百年复兴主题

归纳为“站起来”“建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四个阶段，并从中探求党对促进中华民族意识从“自在”转向

“自觉”“自强”的成熟的中华民族观。⑦ 俞祖华、程慧荣以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党周年纪念的文献文

本为依据，探讨了党对“中华民族” “民族解放” “民族复兴”等为核心术语的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体系的建

构。⑧ 谢迪斌认为，党根据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特征，建构了以独立、富强、振兴、圆梦为核心的具有不

同时代色彩的民族复兴话语内容与表达方式，清晰表达了百年历程的根本主题。⑨ 贺新元认为，党领导中华

民族走社会主义的复兴发展道路体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其实践逻辑体现为：遵循事物发展的辩

证规律，精准把握并有效解决不断变化的社会主要矛盾，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地进行各种重要量变因素的长

期累积。�I0

二是关于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验的研究。 励轩考察了党的民族话语从中华诸民族到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百年演进史，指出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知是随着历史与社会的发展逐渐清晰的，在肯定多元

性的同时，也因国际国内形势发展需要越来越意识到共同性的重要。�I1 李华霖、田钒平以“个体认知———群

体实践———整体重塑”三个维度为分析框架，考察百年党史中党如何成为引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的

核心领导者和主要推动者的历史进程。�I2 俞祖华、江洋认为，百年来中共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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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民族的新生—民主改革亲历记》，中国藏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斯特朗《西藏农奴站起来》，孟
黎莎译，西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

参见岗日曲成《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五洲传播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参见郭家骥《云南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

定示范区建设研究”课题组《民族团结云南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民族理论

学会《云南民族团结工作的实践与经验》，《今日民族》２００９ 年第 ８ 期。
参见黄仲盈《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政策在广西的实践与发展》，《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参见陈润儿《传承党的百年光辉史基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民族》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参见石泰峰《立足百年奋斗新起点，书写内蒙古发展新篇章》，《旗帜》２０２１ 年第 ８ 期。
参见马成俊，方玮蓉《百年梦想：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青海民族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参见俞祖华，程慧荣《百年以来中共“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以建党纪念文本为重点》，《人文杂志》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参见谢迪斌《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百年建构与演进》，《求索》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参见贺新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的百年历程与逻辑进路》，《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
参见励轩《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话语百年演进历史》，《民族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参见李华霖，田钒平《百年党史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三维透视》，《西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的阐释，与时俱进地经历了革命时期的“以国聚族”、建设时期的“以家喻族”和改革以来的“多元一体”的演

变。① 张淑娟认为，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培育史可划分为初步尝试、局部开展、全面铺开、再次被

强调与成为民族工作主线等几个阶段，历史经验可概括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和中国民

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持续推进意识培育，同时保持理论与政策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坚持意识培育与反对

“两种民族主义”相结合；用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意识培育目标从两端框定意识培育机制。② 鄂崇荣、
毕艳君结合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探索历程，提出并阐明了要坚持正确发展道路、大家庭各民族

成员共同发展、整体性关照中华文化、创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五个方面的工作

经验与时代要求。③

三是关于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经验的研究。 郑文宝认为，共同体是党的百年民族关系史的核心

与根本。 党通过百年民族关系思想史、政策史、生活史将民族共同体由过往的潜意识状态升华为显意识形

态，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话语范式和学术范式从历史事实和观念现实中被抽象、升华出来，成为世界民

族语境中的中华民族标识。④ 曹为认为，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百年历程贯穿着兼顾统一性和多样

性，将建设既有凝聚力、又具包容性的超大现代国族的主线，党因时制宜地采取不同方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 民族复兴战略全局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形成新的历史形态，要
开拓国家、民族、国民、国际关系四个维度。⑤ 袁琳、袁银传系统总结了党领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四个始

终坚持的宝贵经验：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根本保证，与国家前途命运相结合是根本方向，以各民族人民群众

为依靠是力量之源，中华民族大团结是基本方法。⑥ 国家建构是现代民族建设的政治载体与前提条件，王磊

提出该重要经验在于：始终顺应历史潮流，满足人民期待，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坚持独立自主，走符合自身实

际的建国和兴国之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检验并创新理论。⑦ 代洪宝、杨扬认为党对中

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的理论逻辑体现为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理论与传统“自然共同体”文化的统一，历史

逻辑体现为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百年历史探求，实践逻辑表现为党的领导的实践保障、价值共识的实践

基础和交融整合的实践路径。⑧

（四）外国学者对本课题相关的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独特道路与做法也引起了国外学者们的兴趣、关注和研究。 由于

时代背景和学术条件的限制，国外学者们对该主题的相关研究明显体现出了一定的时代特征和话语定势。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国外学者们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研究，主要聚集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实践民族平

等、团结、自治为主题的民族政策来吸引吸纳少数民族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 其中影响较大的代

表性成果有：《中国的四千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融合》⑨《马列主义理论和战略中的民族问

题》�I0《中国的少数民族：２０ 世纪中的融合与现代化》�I1《中国及其少数民族：自治还是同化》�I2《中国穆斯

林———人民共和国的族群性民族主义》�I3以及《周边的中国———民族问题与国家》�I4等著作中相关章节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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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俞祖华，江洋《百年来中共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演进》，《东岳论丛》２０２１ 年第 ７ 期。
参见张淑娟《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历程：话语、成就与经验》，《民族学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１ 期。
参见鄂崇荣，毕艳君《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探索与时代创新》，《青海社会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参见郑文宝《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建构史论纲———基于中国共产党民族关系史的分析》，《青海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
参见曹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百年历程》，《上海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参见袁琳，袁银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百年探索与历史经验》，《云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 ６期。
参见王磊《中国共产党民族国家建构的百年历程和重要经验》，《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参见代洪宝，杨扬《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构建的三重逻辑》，《江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参见 Ｄｒｅｙｅｒ，Ｊｕｎ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ｔｙ Ｍｉｌｌｉｏｎ－Ｍｉｎｏｆｉｔ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Ｈａｒ⁃

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
参见 Ｃｏｎｎｅｒ， Ｗａｌｋｅ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Ｌｅｎｉｎ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
参见 ＭａｃＫｅｒｒａｓ， Ｃｏ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ｓ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参见 Ｈｅｂｅｒｅｒ， Ｔｈｏｍａｓ．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ｒ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Ｓｈａｒｐ，１９８９．
参见 Ｇｌｅｄｎｅｙ， Ｄｒｕ Ｃ．Ｍｕｓｌｉ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ｔｈｎ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ｒ⁃

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
参见毛里和子《周边的中国———民族问题与国家》，东京大学出版会 １９９８ 年版。



题内容的论述。 进入 ２１ 世纪，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稳定上升，国外学者的关注点逐渐更多地

转移到中国持续高速发展刺激国家整体性民族意识高涨带来的治理和引导问题。 其中代表性成果有：《中
国的民族主义、民族认同和民主》①《中国的新民族主义：自豪、政治和民主》②《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
《后列宁国家自由民族主义者的前景》《有缺陷的视角：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内在局限性》③《强力爱国者：中
国外交关系中的民族主义抗议》等。④ 这些成果对本专题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由于受各种条

件的限制和影响，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的观点与看法并非都客观公正、正确无误，有些甚至存在严重的偏

见与错误。 只有积极吸取国外学者们相关成果合理内核，才能更有效地对其中的谬论进行勘误。 这也应该

是国内学者们进行该专题研究的基本职责之一。
上述是对党的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研究的一个粗线条的框架式的勾画，其中挂一漏万、未能提及的有价值

的相关成果还有很多。 学者们在不同时期对党的民族工作进行历史回顾和历史经验总结的研究，使得我们

在党的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极大的拓展和创新。 这些能够反映党的民族工作实质

特点和时代要求的理论成果，为新时代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和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同时，适应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总体要求，还需要继续从民族工作的整

体性和系统性上加大对历史经验体系的理论化建构和集成性总结。
三、全面系统地推进党的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研究

党的百年民族工作历史经验作为党探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实践整体，需要我们从长

历史周期发展历程与全视野内容结构两个方面来加强研究的整体性与全面性。 这也是促使该研究走向

成熟的基本标志。 为此，结合学者们对党的百年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研究的现状，未来研究或可更多尝试

以下理论探索：
（一）研究主题的概念规范

根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党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事业发展历程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

历程与成果的总结概括精神，我们认为，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就是党在团结和带领中国各族人民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解决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相关民族问题而进行的民族工作探索的

历史经验，是党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实践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行动原则和理论总结，是
党在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以及开辟、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正确解决民族问题

的实践成就与工作经验的理论结晶。
（二）民族工作经验纵向发展历程的历史逻辑考察体系

以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解决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民族问题为历史坐标，对党的民族工作

进行纵向阶段性历史考察：首先，以毛泽东民族工作思想为指导，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阶段。 该历

程跨度包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两个阶段，［４］ 其历史经验构成了毛泽东民族

工作思想的主要内容，也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和实践前提。 其次，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工作理论为指导，实现中华民族“富起来”的历史阶段。 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

要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民族工作的探索成就和经验，尽管也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

特点，但都是围绕着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民族工作如何服务小康社会建设，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这个

民族问题的核心问题展开的，为中华民族在整体“站起来”的基础上实现各族人民共同“富起来”的复兴目标

提供了民族工作的支撑，其历史经验凝聚于邓小平民族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民族理论、科学发展观

的民族理论，其中邓小平民族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而后两者则是对该理论的

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和完善。 最后，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实现中华

民族“强起来”的历史阶段。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探索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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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冲刺“强起来”的复兴梦想提供了正

确的民族工作道路遵循，是保障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上行稳致远的经验

总结和最新成果。
（三）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理论体系建构的目标引导和层次结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两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探索形成和完善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

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工作主线的基本内容和重大关切。 以之为研究蓝本和考察参照，结合党的几代领导人关于民族工作的相

关思想论述，按照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结合的原则，可以对党的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的整体性构成体系分析

如下：
第一层次是对民族国情的认知经验的总结。 主要包含了对中国民族本体论和民族问题论的探索成就和

历史经验。 中国民族本体论的探索主要是党对中国民族国情的认识和分析，内容涵盖了党在不同时期关于

民族概念及民族过程规律的论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基本族情的论述、关于民族识别的论述、关
于民族主体的论述等方面的理论探索工作。 中国民族问题论的探索主要是阐明民族问题与中国革命、建设

和发展事业的关系。 内容涵盖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内涵和外延的论述、关于不同时期民族问题性质、定位和特

点的论述；关于不同时期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根本道路的论述、关于要统筹兼顾好民族问题各方面的论述等理

论。 上面两个层次的基础理论构成的理论基点，是党在不同时期回答什么是我们要建设的民族共同体与要

解决好的民族问题的历史成果和历史经验，为探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奠定了坚实的价值观和

方法论基石。
第二层次是对民族纲领（也即民族工作基本原则）的把握经验的总结。 主要是党探索如何在民族工作

中把握好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的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主要内容即对中国特色解决问题正确道路

的内涵与经验的探索。 这条正确道路的基本内容体现在百年以来党在不同时期对民族工作经验的历次总结

中，是党解决不同时期民族与阶级、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关系问题及民族自身发展问题的探索

成就和工作总结，其历史结论是对党如何解决好中国民族问题历史经验的正确回答和科学阐述，构成了中国

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理论的坚实支柱，又是联结民族国情探索工作与民族政策实施工作实践的桥梁。
这个层次的历史成就和探索经验科学回答了怎么样走好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问题。

第三层次是对民族政策的实施工作（具体针对不同方面和领域的民族政策工作）经验的总结。 这是关

于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具体政策实践方面的探索经验，主要涵盖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的工作经

验；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方面的工作经验；党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工作经验；铸
牢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工作经验；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方面的经验；加强党对民族工作领导方面

的工作经验（包括了民族工作领导体制、民族政策制定完善、民族干部培养等方面内容）等相关内容。 这些

内容是针对不同时期与阶段、不同形势下遇到的具体问题和任务，民族工作要如何做才能破解面临困局与危

机、化解复杂矛盾、完成伟大使命、达到事业目的的探索和回答，是第一层次的民族国情探索经验和第二层次

的基本原则把握经验在不同时期具体民族工作层面的延伸和运用。
上述三个层次的具体内容逻辑严密，层次分明，内容丰富，联系密切，共同构成了党的百年民族工作历史

经验研究体系的有机理论整体。 其中某些具体工作原则和内容可能并不贯穿和体现于百年奋斗的全部历程

中，或是只有阶段性特征的意义，但作为研究体系的整体逻辑结构上并不妨碍其从整体性上分期分层对党的

民族工作历史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和系统化建构提供可靠的体系支撑。
（四）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的价值评判与意义分析

以世界眼光和历史思维来评判党的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的价值与意义，就要充分认识到，党的民族工作的

历史经验是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实践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
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多民族国家民族工作实践中的成功运用，是指导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事业进程中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 这些成功经验所代表的中国特色解决

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当代世界多民族国家解决好各自纷繁复杂的国内民族问题提供了具有积极参考价

值的理论与实践范例。 其倡导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价值指向及团结进步的纲领目标，对新时代不同层次

范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也会形成有益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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