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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使云南民族关系最好的历史时期长期延续下去呢？历史的经验证明，中央政府在云南民族

关系的好坏及边疆的稳定与否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云南民族关系发展演变的历

程表明，历史的经验不仅没有过时，反而随着整体与部分关系的高度密切和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而更加鲜

明地凸显出来。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基本特点在延续和继承历史传统的同时有了新的变化和

发展，云南民族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云南民族关系的现实格局 

  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基本特点可初步概括如下：（1）经过民族识别，基本摸清了中国统一多民族

国家的民族构成和云南的民族构成，云南有26个世居民族、15个独有民族和16个跨境民族，继续保持着

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民族成分最多、独有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少数民族人口居全国第二位

的多民族格局。（2）继续保持并发展了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分布格局。（3）继续

保持并加深了各民族同源异流、异源合流而又源流交错，不断分化融合因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各具

个性的源远流长的血缘和亲缘关系。（4）继续保持并加强了以汉族为主体又与众多少数民族长期共

存、共生互利的民族人口结构和基层社会结构。（5）60多年来，云南与祖国内地已经结成紧密不可分

割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实体。如果说，早在清代以后云南便不复有分裂割据的社会基础的

话，那么到了今天，任何想把云南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图谋已经没有丝毫的可能。（6）继续保持并加强

了山区与坝区之间、边疆与内地之间、跨境民族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优长互补、相互依存的经济文化联

系；历史上坝区民族统治山区民族、大民族统治弱小民族的政治关系已不复存在。（7）继续保持并加

强了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云南各民族相互吸收、相互依存、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关系；历史上不占主

导地位的各民族相互矛盾、相互排斥、隔阂冲突以至武力争斗的情况虽仍有发生，但都得到了有效的疏

导、化解、控制和管理。（8）近代云南各民族在共同抵御外侮的斗争中形成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以

及云南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和自觉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任何想把云南的某一个民族或族群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都会因没有群众基础而注定失败。（9）随

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云南共建立了8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成为全国自治民族最多、民族自

治地方最多的一个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务中的平等

权利，为和谐民族关系的建设奠定了政治基础，提供了制度保障。 

  经过60多年的发展，云南各民族在延续和继承传统的和谐因素，抑制或消除不和谐因素的过程中，

已经稳固地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延续民族关系的最好时期 

  云南在协调民族关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即结合云南实际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各级党委

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切实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因地制宜、因族举措，实事求是地进行分类指

导；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坚持“团结、

教育、疏导、化解”的方针，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创造性地实行民族团结目标管理责任制，有力地保障

了云南的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云南民族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是，随着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

快速发展，云南民族关系同时也进入了矛盾和问题多发时期。如何才能使云南民族关系最好的历史时期

长期延续下去呢？历史的经验证明，中央政府在云南民族关系的好坏及边疆的稳定与否方面发挥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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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用。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云南民族关系发展演变的历程表明，历史的经验不仅没有过时，反而随着

整体与部分关系的高度密切和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而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因此，国家权力对于未来云南

民族关系的持续和谐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 

民族问题是一个涉及多个领域、包含多方面内容的复杂问题，解决云南面临的影响民族关系和谐发

展的问题不能仅仅从民族事务和民族工作上做文章，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国际影响

诸方面多管齐下，进行全方位努力。为此，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推动云南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发

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加快社会事业发展，运用国家

力量长期支持云南边疆的禁毒防艾工作，保障水电建设移民的合法权益，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建立生态

建设和资源开发补偿机制；提高应对国际民族宗教问题影响的能力。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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