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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民族差异和民族发展差距的长期存在 

期刊：兰州大学学报 

作者：青觉，马守途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各民族间的发展呈现出交

融渗透和共同繁荣的趋势, 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也在不断增多, 但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

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这是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 也是我

国制定宏观政策和长期规划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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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民族长期存在, 民族差异和民族发展差距也必然长期存在。因此, 在社会主义

阶段, 虽然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共同性增多是一种历史趋势, 但民族自身本质及其发展

规律, 决定了在社会主义时期, 民族差异和民族发展差距将长期存在。 

（一）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 

1.民族差异长期存在的原因。 

民族的发生、发展直至消亡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渐变过程。在社会主义时期这一

过程不会也不可能完成, 除了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宣传教育以外, 社会主义阶段只

能通过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 为将来的民族融合创造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的条件。

这就要求我们, 充分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 大力发展各

民族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彻底改变落后面貌, 逐步赶上或接近先进民族的发展水

平, 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社会主义时期, 民族差异长期存在, 这是因为： 

首先, 是由民族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本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 差异是由事物

的本质引起的。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差异即是事物。民族作为客观存在, 在历史的

发展长河中, 各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

面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一定民族的特点也总是相对于他民族的特点。所以, 民族作为

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和客观实体, 天然地决定了民族间的差异。民族的长

期存在, 决定了民族间的差异将长期存在。这是各民族特点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 

其次, 是由事物发展不平衡规律决定的。事物在发展过程中, 平衡是相对的, 不平

衡是绝对的。民族的发展亦是如此, 没有两个民族的发展是同步的和一致的。在漫长的

历史中, 各民族表现出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 必然造成民族之间的差异。事物发展不

平衡规律, 决定了民族差异过去存在, 现在也存在, 将来也还会存在。 

再次, 是由社会主义现实条件决定的。由于民族自身、历史、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因

素, 各民族不论在特点, 还是在发展水平上, 都存在着较大差异。这种差异, 不仅表现

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也表现在少数民族之间。社会主义社会, 为消除民族差异提供

了可能, 但还不能消灭差异。并且,在社会主义社会, 民族间的这种由差异所产生的差

距, 在短时间不但不会消除, 在一段时间内还有可能拉大。因此, 在民族繁荣发展的社

会主义时期,由于民族发展自身规律和历史及现实客观因素的存在和影响, 民族差异也

将长期存在。 

2.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差异长期存在的表现。 

首先, 各民族间的民族特点差异将长期存在。我国个民族, 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

程中, 经历的历史时空不尽相同, 最终形成民族体的渊源和方式不尽一样, 在历史和现

实中, 生产方式也各有特点, 或牧、或农、或猎。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

同方面, 表现出中华各民族异彩纷呈的多样性。在信仰方面和精神世界, 各民族也是千

差万别所有这些, 都将始终伴随着民族这个客观实体而存在, 而相互差异。 

其次, 民族发展差异将长期存在。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十多年的发展, 各民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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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各民族自身的特点以及历史

上遗留下来的发展差异的惯性影响等, 民族间的发展差距在短时间将难以消除并将长期

存在。 

在这个问题上, 必须处理好两方面问题。一是不能忽视各民族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不

同的历史、传统、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特征等方面的特点和差异, 而是要充分

尊重、理解这些特点和差异, 不能人为地将其夸大或缩小, 更不能人为地将其消除。否

则, 就会损害民族关系, 破坏民族团结。二是不能任由民族发展进程中由于历史、社

会、生存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所形成的发展水平的差距持续拉大, 而应积极创造条件, 努

力缩小和消除差距。否则, 只能导致或加剧民族之间的矛盾, 甚至隔阂、不信任, 不利

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进步。 

（二）民族发展差距也将长期存在 

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 在政治权利、地位上取得了相互平等。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

来, 各民族在社会事业和经济上也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 在经济和社会事业发

展上, 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民族发展基础、发展进程很不平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国情, 我国各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 决定了我国各民族在发展上存在差距, 并且这

种差距将长期存在。 

1.民族发展差距存在的原因。 

历史的原因、现实的国情和民族地区的实际, 都决定了社会主义时期, 我国各民族

之间存在发展差距。 

近代以来, 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了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态。这种状况

主要表现在首先, 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在旧中

国, 我国各民族的社会形态分别处在封建社会和前封建社会的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和原始

社会末期。但共同的特点是, 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极其落后, 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普遍

使用, 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其次, 解放前夕, 我国的所有少数民族地区都还处在传统

经济即农本经济时代, 所从事的仍是传统农业, 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尚未出现三次产业

的明显分化。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工业, 少数工业企业集中在城镇和交通要

道, 且多为以手工劳动为主的采矿业、轻工业和修配业。再次, 各民族经济意识落后。

解放前, 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意识在生产领域表现为淡漠的积累意识, 生产规模长期停

留于小生产阶段, 难于扩大。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活, 没有商品生产意识。落后的经济

意识在流通领域表现为对商业贸易活动的鄙视和抑制, 在分配领域表现为平均主义思想

严重, 在消费领域表现为平日节俭而在节庆婚丧活动中严重的铺张浪费。第四, 少数民

族地区及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极为落后。旧中国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没有规教

育, 学校数量很少, 广大少数民族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文盲占绝大

多数, 识字的人极少, 知识分子更是风毛麟角。 

建国以来,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 少数民族地区各族人民艰苦奋斗, 勤奋努力, 在

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民族经济

总量有了巨大增加, 经济结构逐渐优化, 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发展, 为民族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阶

段,是通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 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阶段。和全国一

样, 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但与全国相比,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更明显、更突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更加落

后, 农业牧业人口占的比重更大, 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束缚更深, 文盲半文盲的比例

更高, 科技教育文化的水平更低, 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更浓,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摆脱

不发达状态, 实现现代化的任务更艰巨。因此, 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 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完成民族工作的第二大历史任务, 必将贯穿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始终, 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需要各族人民的长期共同奋斗。 

我国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基本状况, 可以用五个字概括, 即一“ 多” 。我国几乎所

有的县市,都有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同居住。民族成分多, 少数民族人口多, 决定了各民

族在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经济生活、文化素质多方面表现出各自鲜明的特点, 也

决定了各民族在发展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二“ 长” 。56个民族都有非常悠久的历

史。56个民族共同缔造和捍卫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国家, 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灿烂辉煌

的中华文化,共同团结奋斗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共同推动了

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三“大” 。我国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

自治县旗的面积, 约占全部陆地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此外, 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补充



形式, 全国还建立有近个1200民族乡。四“边” 。全国2.2万多公里陆地边界线中的

1.9万多公里, 135个边境县市、旗、区中的107个, 都在民族地区。边境2000多万人口

中, 近一半是少数民族有31个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跨界而居不包括汉族。五“低” 。

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的限制, 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比较滞后。概括起来, 就

是“ 三个落后” , 即生产力水平落后, 文化发展水平落后,群众生活水平落后。 

2.民族发展差距存在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 形成了历史上经济增长速度最

快、社会进步最显著、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最明显的发展时期。在这一过程中, 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 这一发展过程极具不平衡性。在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 首先表现在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有不断扩大

的态势。2004年, 民族自治地方人均生产总值只有全国平均数的67.4%, 农民人均纯收

入只有全国平均数的71.4%。民族地区人均GDP与全国的差距, 由1994年的1433元扩大到

2003年的4651元。 

其次, 民族地区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落后。教育投入不足, 办学条件难以改善, 学生

上学难问题较为突出。目前, 全国未实现“普九” 的县有431个, 其中民族地区有312

个, 占72.3%。西部地区未实现“两基” 的372个县市、区中有312个在民族自治地方。

2003年, 民族地区的医院床位、卫生技术人员均比世纪年代初有所减少。农村仍有

15096个无医疗点的村, 占村总数的15.4%。此外, 许多优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濒临失

传, 垦待抢救保护。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物、广播电视节目普遍存在数量有限、质量不

高、内容单调、信息滞后等问题。 

再次,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就业渠道窄、压力大, 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就业

形势严峻。少数民族适龄劳动力人口增长快, 而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竞争能力相对较

弱, 往往在就业中处于不利地位, 就业机会少, 下岗人员再就业难度大, 特别是一些民

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十分困难。 

最后, 民族地区地方财政困难, “保吃饭与保建设” 矛盾十分突出。2003年, 民

族地区完成地方财政收入674亿元, 比1994年增长了2.3倍, 但地方财政支出2109亿

元, 自给率仅为32%,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个25百分点。由于财力困难, 无力支持社会公

共服务事业的发展, 财政支持经济建设、调控经济运行的力度明显不足。 

总的来说, 我国民族地区面临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双重任

务, 面临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突出矛盾, 实现民族地区同国内其他地区

协调发展, 特别是缩小同发达地区发展差距的任务繁重而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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