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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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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史研究》 

                                                                    
 
 

黄健英 

 
 
 
      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是在中国共产党探索我国整体发展道路中，依据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

状，不断探求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始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直至今

天尚未全面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任一飞研究

员、周竞红博士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一书（辽宁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０

月出版），以清晰的轮廓、翔实的史实，论述和分析了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总结了５０年中民族关系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在研究过程中

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共产党民族自决、联邦制构想及应用进行了探讨，这些探讨对民

族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我国民族史研究领域的拓展有着实际意义。 

 
      本书作者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的研究中突出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层面来

研究民族关系的变迁，具有如下特色： 

 
      系统性和历史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型民族关系构建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我们

党和政府对保障民族平等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研究中突出了这种探索的连续性，而每一次探索

都与具体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更注重历史对人们决策的局限，突出其

历史性。 
整体性 民族关系是社会关系整体的一部分，社会关系的变迁对民族关系的变迁有着决定性的作

用，因此，每一时期民族关系呈现的状况一定会受到当时社会总体状态的影响，因而在研究中突

出直接影响民族关系的整体社会因素，从而使研究更为客观。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民族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国

家在制度层面的调整只能是一种宏观的调整，不同民族之间日常的生活互动关系调整则是微观

的，在不同时期宏观与微观呈现着不同的状态，两种调整相互影响，共同促进民族平等、团结、

互助的发展。从不同层面观察民族关系的发展，可以使我们了解到民族关系调整中深层的问题以

及民族关系发展的全貌。 

 
      这本著作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调整民族关系的理论与实践过程进行了清楚的梳理，指出了我

国民族关系处理从理论到实践是一个不断的探索和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始终以民族平等、团结、

互助这个符合我国民族关系历史和实际的目标为主导。 

 
      将民族关系纳入国际和国内社会整体变迁的大背景进行观察和研究，以理论探索与发展和实

践与发展为两条主线将民族关系变化过程的历史图景呈现在世人面前，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文明建设的整体中推进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事实。  

 
      在关注民族关系宏观调整的同时，也关注民族关系微观调整机制的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民族关系的调整不能超越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民族关系不能与阶级斗争相混淆，我国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小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确保新型民族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 

 
 
 

[文章推荐] 独联体的“童奴”  
 

[文章推荐] 前苏联——“性奴”的产地  
 

[文章推荐] 前苏联秘密改革计划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昵称：  

 

提交

   此新闻下共有评论 0 条     

没有评论。

 请注意！

●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  
● 民族宗教网拥有管理笔名和留言的一切权利。  
● 您在民族宗教网留言板发表的言论，新华网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  
● 民族宗教网新闻留言板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如您对管理有意见请向留言板管理员反映。  



首页 | 中国民族 | 世界民族 | 宗教大观 | 名言名著 | 政府专页 | 信息库

京备案号：京ICP备05058461号
中国民族报社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授权  任何人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2003  中国民族报社信息中心  ALL RRGHTS RESERVED 
中国民族报社   EMAIL-zgmzb@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