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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
从我那本《民族问题论集》问世到如今，近十年时间又飘忽而过。
我也从知天命之年进入了花甲之年。
这些年，正是中国改革开发波澜壮阔、取得辉煌胜利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党和国家既定
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道路上迅跑，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不断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时期。
我是这一时期的亲历者、见证者，尤其是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实践者、推动者，完全有责任、有义务
用手中的笔把这一段时间党和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的有关理论、方针、政策的新发展及其实践，
用自己的理解和感悟记录下来，宣传出去。
工作之余，自己常常还要承担一些院校、培训机构和民族工作部门邀请授课的任务，自然也形成了一
些讲稿和教材。
涓涓细流，再度汇成了这本《民族问题新论》，献给长期以来一直关心我的亲人和朋友们。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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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正是中国改革开发波澜壮阔、取得辉煌胜利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党和国家既定的民
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道路上迅跑，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
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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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我国的民族问题、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一、在我国处理好民族问题的
重要性二、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三、当前我国民族工作的三大任务我国的民族概况
和民族政策一、我国的民族概况二、我国的民族政策《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宣传教育提纲》解读一、国
办33号文件及《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宣传教育提纲》出台的背景二、学习国办33号文件及《宣传教育提
纲》需着力把握的几个问题三、把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落到实处第二篇 民族工作研究以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切实做好新世纪的民族工作一、邓小平关于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发展思路，是对马克思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二、邓小平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对于我们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三、邓小平同志关于加强我国各民族大团结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在新的
形势下处理好国内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的强大思想武器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行动指南一、巩固
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二、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加快民族地区的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四、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正确认识当前形势及民族工作的任务一、正确
认识和把握我国当前的形势二、正确认识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三、正确认识和
把握我国民族工作的三大任务广州、深圳、武汉城市民族工作调研报告一、广州、深圳、武汉呈现出
多民族化趋势二、三个城市的基本做法和经验三、当前城市民族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四、关于对几
个重要问题的认识关于做好新形势下散居和城市民族工作的几点意见一、要充分认识做好散居地区和
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意义二、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帮助散居地区和城市少数民族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三、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四、加强民族法制建设
，为散居地区和城市民族工作提供法律保障高举旗帜，扎实工作。
为实现“两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一、十七大报告是一篇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二、十
七大报告对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把我国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一、十七大的重大意义二、十七大报告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三、以十
七大精神为指导，把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关于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几点
思考一、新形势下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重要意义二、各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
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三、新形势下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目标和任务四、新形势下深入开
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主要措施民族团结专题讲座提纲一、关于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二、关于我国
的民族政策三、对有关问题的一些看法四、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民族团结的若干思考第三篇 民族关系研
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一、民族关系本质特征新表述的意义二、我国民族关系的
发展现状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对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几点认识一、关于当代中国民族关
系的表述问题二、对当前我国民族关系的一些认识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
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学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几点体会一、构建和谐社会与我国民族
关系二、对当前我国民族关系的几点认识三、对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几点意见第四篇 
民族区域自治研究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二
、民族区域自治在中国的确立、实施和完善三、《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关自治权的规定四、《民族
区域自治法》的贯彻落实五、需要正确认识的几个问题关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若干问题一、实行民
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选择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
性⋯⋯第五篇 民族法制研究第六篇 民族问题研究第七篇 访谈录第八章 国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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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稳定共同体。
一般说来。
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
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这段论述，科学阐述了民族的深刻内涵。
在党内文件上，作出这种阐述，这是第一次。
　　长期以来，我国对民族的定义，主要是使用斯大林的提法，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
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
征的稳定的共同体。
这个表述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一直是我们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在我国不要分什么部族、部落，凡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
，具有显著特点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都统称为民族。
这个指示非常重要，使得一些人口很少的民族也同人口较多的民族一样，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
员，享有平等的地位。
这就从根本上奠定了民族平等团结的基础。
苏联区分什么民族、氏族、部族、部落，形成三六九等，为后来的民族矛盾留下了隐患。
　　我国在进行民族识别的过程中，在以斯大林民族定义为指导的同时，并没有完全照搬套用，而是
从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实际出发，最终经过科学识别，确定了56个民族成分。
　　（二）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民族的消亡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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