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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与族群态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实证研究》是孔建勋研究员主持
的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科基金西部项目的最终成果。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与族群态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实证研究》的内容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导论”和第一章)从宏观上论述研究多民族国家族群政策与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重要性
，并说明了为什么要选择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作为研究对象。
在阐明了一些基本概念之后，提出了“族际公正”的概念，勾勒出了本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第二、三、四章)按国别综合论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族群问题的由来、族群冲突和
族群关系，以及政府的族群政策。
第三部分(第五至八章)作为本书的重点，利用定量的数据资料，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和统计技术分析了
各国、各族群的态度差异，通过统计建模来测量三个国家不同族群对政府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
等一系列政策的态度差别，并着重论证各族群的心智习性如何影响他们对族际公正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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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建勋，男，彝族，1970年生于云南元阳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长期
从事东南亚政治、经济、社会及民族问题研究。
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下，先后多次赴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泰国朱拉
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泰国清莱皇家师范大学山地民族研究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等
机构做访问学者或攻读博士学位；主持两个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其中一个仍在研)；在《当代亚太
》、《云南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并作为主译参与由贺圣达研究员主持的((剑桥东南亚
史》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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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马来西亚是一个族群多元化的国家，主导政治的马来人占总人口的大多数。
根据宪法规定，马来人都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徒），但其他族群并不受这条例的约束。
占总人口1／4的华人在经济及贸易领域扮演主要角色；印度裔马来西亚公民（以后简称印度人）占总
人口的大约7％，其中包括兴都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及佛教徒。
大约85％的印裔是泰米尔裔，其他则是格拉拉裔，锡克裔及雀替尔裔等。
据2007年马来西亚政府统计，马来西亚人口中约有58％NT穆斯林、22.9％属于佛教徒、11.1％属于基督
徒（包括新教及天主教）、6.3％NT：N度教徒、2.6％属于道教徒、其余属于锡克教徒、巴哈伊教徒
、万物有灵等。
超过一半的沙捞越居民及66％的沙巴居民是非马来土著。
还有一小部分的非马来土著（即奥朗阿斯里人）也居住在马来半岛。
阿斯里人包括数十族群，但他们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共同点。
直到20世纪，大多数土著还抱有传统f割印，但许多土著已转为穆斯林、基督新教徒及天主教徒。
其他的马来西亚人是欧裔、中东裔、柬埔寨裔及越南裔等。
欧裔及欧亚混血人包括英国殖民者后裔及一些葡萄牙殖民者后裔。
中东裔人则大多是首先将伊斯兰教传至马来西亚的阿拉伯人后裔。
一小部分的柬埔寨及越南以国民作为越战难民迁至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人口的地理分布非常不均衡，大约两千万的国民居住在马来半岛，其余各岛的居住人口只有
数百万人。
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政府制定的族群政策，主要强调对马来人给予优待和对土著少数族群提供保护。
其宪法规定：马来语为国语；由马来人担任国家最高元首；马来人有任公务员的优先权，有获得奖学
金、受教育和培训的便利；在各州的农村和城市地区为马来人保f~~fg，不许非马来人占有；保证让从
事经济活动的马来人得到执照或许可证；所有马来人都拥有公民权。
其他族群申请公民权要受居住时间的限制，而且必须参加马来语考试；无公民权者不得竞选，也不得
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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