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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民族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 

作者：江平  黄铸  

民族问题是革命和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问题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当时我国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内反

对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实现民族平等，

求得民族解放，这些都只能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得到解决。同时，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才能团结各民族共同奋斗，夺取

革命的胜利。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民族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问题的

一部分，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

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

发展，逐步缩小民族间的发展差距，同时加速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缩小我

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有这些问题都只能在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展而逐步求

得解决。这就要求我们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共同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并把民族的利

益和要求融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中去。另一方面，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必须重视民族问题，处理好民族问题，才能促进各族人

民共同团结奋斗，一心一意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我国民族问题仍然具有长期性、复杂

性和重要性。 

  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

出了做好民族工作、处理好民族问题的长期、艰巨的任务。同时，我们相信，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展，必将一步一步地胜利解决民族问题，把我

国建设成大同社会。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统战部】 

  （摘自《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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