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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展是时代永恒的主题，民族发展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现实任务，也是民族理论研究的一个重
点。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民族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从不同的角度对
民族发展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系统阐述，一批具有理论前瞻性和实际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面世。
进入21世纪后，和谐发展已成为时代的选择，立足于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的民族发展研究深
入展开，特别是民族和谐发展研究引人注目。
民族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民族和谐发展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支撑。
根植于客观实际的民族理论研究，应本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发展与创新的本质要求，适应新形
势下民族发展的实践需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有所建树。
张银花著的《民族和谐发展：理论与实证》就是适应社会实际需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系统总结民
族和谐发展的一部新颖的研究专著。
该书以民族和谐发展为研究对象，从全新的多维视角展开研究，形成了由理论问题探索、实践案例分
析和发展战略选择等三维角度构成的关于民族和谐发展的基本体系、基本框架，围绕民族和谐的基本
内涵及支撑体系、民族和谐发展的基本内容及指标体系、内蒙古民族和谐发展的经验启示、鄂温克族
自治旗的民族关系和谐模式、中国民族和谐发展对策、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战略选择等诸多方面进行深
入阐述，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充分体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该书的特点主要体现于：　　一是突出基本理论问题的系统研究。
作者通过对民族和谐、民族和谐发展进行理论探索，提出并界定民族和谐的概念和民族和谐发展的定
义，比较深入地阐述民族和谐的基本内涵和民族和谐发展的基本内容，全面分析民族和谐的支撑体系
，尝试建构民族和谐发展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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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命题以来，和谐已成为时代
的主旋律。
和谐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最佳状态。
和谐社会就是指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洽的美好社会。
民族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存在，它是社会重要的要素和组成部分。
没有民族的和谐就没有社会的和谐。
民族和谐是社会整体和谐的重要内容，又是它的必要前提。
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
多年来，学术界关于民族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如，中央民族大学金炳镐教授在民族理论研究方面提出的民族关系理论，北京大学马戎教授从社会学
角度对民族关系社会目标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从民族社会学角度提出的民族社会关系理
论。
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郝时远研究员发表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民族研究，2005
年第3期）一文，王希恩研究员的《多民族国家和谐稳定的基本要素及其形成》（民族研究，1999年
第1期）、《深刻理解“和谐”在我国民族关系中的重要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8期），
中共中央党校龚学增教授的《妥善处理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民族矛盾》（理论视野，2005年第3期）等文
章，对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等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建设和谐民族关系、构建和谐社会都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民族和谐发展”，学术界尚欠深入探讨。
　　在以往研究基础之上，本文的研究内容是民族和谐发展：理论与实证。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将民族和谐发展作为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系统工程的突出问题提出
来，并将其摆在重要的地位加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其研究意义在于：　　1．从理论层面分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
现民族和谐必须重视和切实加强民族发展，而这种发展必须是民族和谐发展。
这一研究旨在挖掘和谐思想渊源的基础上，提出民族和谐的概念，揭示民族和谐的基本内涵及其支撑
体系，阐述民族和谐发展的含义、基本内容与基本要素，构建民族和谐发展的指标体系，以丰富民族
发展理论。
　　2．从实践层面分析，这一研究的直接意义在于以地区实践案例分析的形式，探索内蒙古民族和
谐发展与民族关系和谐的具体模式，并进行民族和谐发展的指标评价，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发
展与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3．从学科层面分析，这一研究将从民族和谐这一侧面深化和谐社会理论，提出民族和谐发展观
以丰富民族发展理论，尝试以个案研究方法对内蒙古地区实践进行案例分析，并以新时代的全球视野
对中国民族和谐发展对策、民族地区发展战略进行思考，体现科学研究的时代性。
提出民族和谐跨越式发展战略，期望对民族地区制定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遵循科学研究从理论问题经过研究验证最终回到得出理论的逻辑过程，本文首先提出所要探讨的
理论问题，然后运用理论研究与个案支持相结合、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对内蒙古民族
和谐发展与民族关系和谐模式进行案例分析，最后对中国民族和谐发展进行战略思考，提出民族和谐
跨越式发展战略。
论文的基本思路和内容结构是从理论问题探索一实践案例分析一发展战略思考。
　　上篇，对民族和谐、民族和谐发展进行理论探索，提出民族和谐的概念和民族和谐发展的定义，
阐述民族和谐的基本内涵和民族和谐发展的基本内容，分析民族和谐的支撑体系，拟构民族和谐发展
的指标体系。
　　中篇，以实践案例分析的形式，对内蒙古民族和谐发展模式进行研究，并以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
旗为例，对民族关系和谐之要素进行调查分析。
　　下篇，分析中国民族和谐发展的基础与当前存在的不和谐因素，深入思考新世纪新阶段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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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发展战略选择之必要，提出民族和谐跨越式发展战略。
　　本研究既是一种理论研究，又是一种实证研究，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有：　　科学的理论思维方
法。
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尝试运用民族理论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基本理论，对民族和谐
及民族和谐发展进行深入研究，构建民族和谐发展的指标体系，提出民族和谐跨越式发展战略。
　　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方法。
作为一种实证研究，必须采用深入实地的调查方法。
笔者长期工作生活在内蒙古，曾亲身感受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共存的和谐氛围，对该地区的民族构
成、民族关系、民族发展等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调查研究。
　　理论研究与个案支持相结合的方法。
本研究将运用理论研究与个案支持相结合的方法，以民族和谐、民族和谐发展理论来深入分析内蒙古
民族和谐发展的相关因素等现实问题，并对民族和谐发展程度进行指标评价。
　　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较全面地掌握和分析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是深入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和有效途径
。
本研究在探索内蒙古民族和谐发展、民族关系和谐模式的过程中，一方面深入实地通过亲身调查、现
场访谈以积累资料和实地研究；另一方面做好文献资料梳理和研究工作。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定性分析是指分析事物的性质，定量分析是对引起事物性质变化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以此全面把握
事物发展中的质量互变规律。
本研究既对民族和谐发展的要素进行定性分析，又拟构了民族和谐发展的定量分析指标，使民族和谐
发展程度得以客观地衡量和评价。
　　本文提出的主要观点是：　　（1）民族和谐是指民族共同体内部及民族共同体与外部不同要素
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
其基本内涵包括民族自身和谐、民族与民族和谐、民族与社会和谐、民族与自然和谐。
　　（2）民族和谐的支撑体系包括一是发展，二是文化，三是制度。
因此，要促进民族和谐发展，建设民族和谐文化，强化制度保障。
　　（3）民族和谐发展的基本内容包括民族自身和合共存全面发展、民族与民族和衷共济共同发展
、民族与社会和协共进协调发展、民族与自然和睦共处持续发展。
　　（4）以有利于对民族和谐发展程度的客观衡量和定量评价，初步构建了民族和谐发展的指标体
系。
该体系包括经济发展、民族关系、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四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和17个三级指标
。
　　（5）中国民族和谐发展具有良好的基础，但当前仍存在着不和谐因素，其中重点和难点就是少
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本文提出了民族和谐跨越式发展战略。
　　（6）实现中国民族和谐发展，树立民族和谐发展观是根本，选择民族和谐跨越式发展战略是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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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理论问题探索　　第一章　民族和谐理论　　一、民族和谐概念的提出　　和谐是人类所
向往的一种美好的社会生活状态。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从春秋时代，到当代中国；从古希腊，到近代
西方资本主义，民族和谐、社会和谐一直是人们努力的目标。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和谐”是一种不散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
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和”字，在古代典籍中，“和”又被应用到天、地、人、事、物
之间，无所不在。
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思想，以老子为代表的道论，庄子的“不同
而和”思想等等，使以和谐为特征的文化精神生生不息。
“和”在古汉语中，作为动词，表示协调不同的人、事、物并使之均衡。
如《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作为形容词，“和”则表示事物存在的良好状态，如《广韵》：“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
“和”作为古代哲学范畴，又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规律，如“中和位育”：“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和”的本质则在于统一多种因素的差异，使不同事物之间协和一体。
如《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意思是说各自具有与众不同独特个性的君子聚集在一起，达到一种平衡，相互和谐共处；小人聚集在
一起，表面上相互附和，但却不具有随和善良的品格而不能达到平衡，相互争斗而不能和谐共处。
“和而不同”就是要求充分尊重创造性、差异性，善于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广泛参考借鉴学习
不同意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达到理想的状态。
相异中求统一，统一中求发展。
《管子》指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
和合故能习。
”认为畜养道德，人民就和合，和合便能和谐，和谐所以团聚，和谐团聚，就不会受到伤害。
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
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
只有以和谐、中和为本，才能均衡天下，才能和乐人民，才能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
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
种文明发展的真谛。
倡导和而不同的理念就是在于尊重世界丰富性、多样性的前提下博采众长，求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
、不同宗教、不同社会制度的协调，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
“不同”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特点，而“和”是多种因素的并存与互补，是一种有差异的统一，而不
是简单的同一。
“和”的价值就是要通过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的内容包括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全面和谐。
“和以处众”、“和气生财”、“和衷共济”、“心平气和”等古训讲的都是人和。
“天人合一”则是“天”、“地”、“人”三者和谐的最佳状态。
《周易》中：“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首出庶物，万物咸宁。
”意为天体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律运动变化，公正无私地对待各种事物的生命，保持着完满的和谐，这
一切都是以有利万物的正常生长为前提的。
天道超然于万物之上，保证大自然的和谐和万国的安宁。
汉儒董仲舒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而且包含着人应该
遵循自然规律，不能违背天的旨意，人与天与地即与大自然的万类万物要和谐等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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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宋代，“天人合一”思想进一步发展，达到了最高境界。
“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
”其中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概念，表达出穷尽天地之理，通晓万物变化，个体与整体宇宙合二为一
，才能够达到天地和谐的最高境界。
“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美以成”，人类发展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界，与自然界保持和谐，才能维持
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才能与自然界共生共荣、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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