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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理论对民族政策具有指导作用，是民族政策的理论依据；反过来，民族政策也不断地检验、
完善和补充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是民族理论的具体化、现实化。
民族理论的内容决定和影响着民族政策的内容，民族理论依据不同，造成民族政策的基本差别。
由于不同的国家、政府、政党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依据不一样，所出台的民族政策是有很大差别的，
有时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如美国和中国的民族政策的理论依据大不一样，其民族政策也大相径庭。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依据，
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和民族
问题的观点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均以此指导思想
为原则并始终坚持。
同时，民族政策也是民族理论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理论是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一般规律以及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方式、方法等，民族理
论的不同抽象层次和内容，影响和决定着民族政策的不同类型和政策面。
一般来说，民族理论的抽象层次越高，影响和决定不同类型的民族政策的面就越广，但是影响具体民
族政策的程度就越小。
如在民族理论领域，抽象层次最高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揭示事务的本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影响和决定中国民族政策的基本走向，但不涉及某项具体的
民族政策及其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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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志祥君的《民族政策过程及实证分析》这本书就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政策学和公共政
策学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结合民族政策的特殊性，对民族政策系统、过程及民族政策创新发展进
行的一次有益探索。
他对民族政策系统的梳理、民族政策创新的思考和民族政策过程的案例分析，我认为这对于民族工作
部门拓宽民族工作思路，完善民族工作机制和提高民族政策的针对性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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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改革监控机制，对民族政策进行全过程监控势在必行。
民族政策的监控系统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需加强，现有监控体系多是体制内监控，制约其独立判断民族
政策过程得失因素太多，不利于监控机构对民族政策效果评价的公平结论出台，监控民族政策公平执
行的监督手段太少，没有得到独立授权，仅有的权力也没有过硬的保障机制，人为因素干扰较多，监
控机构没有权威性。
　　民族政策系统作为一个完整的大系统来说，还应包括民族政策的评估系统、民族政策的反馈系统
等，只有这样，才能与民族政策过程相统一，民族政策效应才会有具体的详细分析和政策效果评价。
目前，民族政策系统是否存在比较专业的评估系统和反馈系统，以及如何建立和完善需进一步研究和
探讨。
民族政策系统的各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民族政策系统的工作流程一般从民族政策信息系统开始，将收集到的有关民族问题的信息传输给民族
政策制定系统，形成民族政策问题，由民族政策制定系统研究后确认民族政策问题，形成民族政策方
向和目标，民族政策咨询机构根据民族政策决策部门的要求，进行咨询论证，形成咨询报告和设计民
族政策方案，民族政策决策制定系统根据咨询意见进行独立选择和决定，出台民族政策交由民族政策
执行系统予以实施，民族政策监控部门对民族政策执行过程进行监督和控制，民族政策效果和民族政
策目标的实现程度由民族政策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进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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