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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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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享受的教育政策不尽相同，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是相同的。 资料图片 

 
 
 

中美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区别 
 
 

□     马效义 
 
 
      2006年4月14日至15日，“多元文化国际视野下的中美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国际学

术研讨会”在美国迪金森学院（Dickinson College, Carlisle, P.A. U.S.A）召开。会议主办方

为美国迪金森学院，与会代表主要包括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学者和专家共20余人，其中中国

内地与会学者来自汉、藏、蒙古、回、朝鲜、彝、裕固族等不同民族身份代表。会议代表围绕中

国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国际视野下的美国“肯定性行动计划”及其个案研究；

中美少数民族优惠（肯定性）政策比较研究；经济发展、资源分配和少数民族教育；中国的双

语、三语教育与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内容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笔者认为关于中美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二者既存在相似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中美少数民族教育肯定性政策存在的差异表现在： 
 
      实施的背景不同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起点比较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许多少数民



族还未建立起现代教育制度，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较大的比重，有的少数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末

期或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教育虽然有了很大

的发展，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基于这种状况，国家规定少数民族考生在高

校招生录取时享受降低分数的优惠政策；预科教育对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使更多

的少数民族学生升入高、中等专业学校学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主要为少数民族学生举办

的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 

      美国“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实施背景是由于种族歧视使得黑人在教育、就业、经济、生活等

方面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造成种族矛盾不断激化，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政

策导致黑人奋起斗争，争取自身的权利和平等。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和检讨其

民族政策，为了减轻贫困，消除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推出了保护少数群

体的“肯定性行动计划”。 

 
      实施的主要内容不同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对少数民族考生实行的降分政策

和在高等院校设立民族预科班；美国的“肯定性行动计划”主要内容是为了消除少数民族和妇女

等弱势群体在就业、教育等领域受歧视的多项政策和措施，后来逐渐变成一项补偿性政策，在升

学、就业和晋升等方面给少数民族和妇女照顾和优先，以补偿少数民族和妇女在竞争能力上的不

足。 

 
      实施的受惠对象不同  中国的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政策主要是针对除了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

民族；而美国的“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受惠群体不仅包括美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也包括妇女等社

会弱势群体。 

 
      中美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也存在着相似之处。比如，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或肯定性政策面临着相

同的挑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这突出表现为个体平等和群体平等的冲突矛盾，如何平衡个体

平等和群体平等的矛盾是实现教育平等的关键所在；社会日趋多元化，少数民族学生对自身价值

的认识也日益多元化，人们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对于自身权力的维护和社会公正的追求也更为

敏感和迫切，要求建立公平竞争的机制和教育平等的政策法规的保护。 

 
 
 
相关链接 

 
 

美国的“肯定性行动计划”  

 
 
 
      如果要研究美国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问题，一定离不开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实施的“肯定

性行动计划”的探讨。 

      美国的“肯定性行动计划”是美国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消除就业和教育等

领域的种族和性别歧视，改善少数民族和妇女的社会经济状况而实施的各种政策和措施的总称。

其核心思想是补偿少数民族和妇女等弱势群体因歧视而遭受的损失。但是关于“肯定性行动计



划”的实施引发的质疑和争论从未间断过。在高等教育领域，争论的焦点在于少数民族学生是否

应该享有优先和照顾的权利。如1978年的美国贝克案，就是因“肯定性行动计划”在高等教育领

域内对少数民族照顾和优先而引发的典型案例之一。加州大学戴维斯医学院政策规定留给少数民

族学生6个名额，贝克(Allen Bakke)没有达到依一般规定的录取分数线，但贝克诉称，如果他来

自少数民族，他的分数已可以使他获得这预留名额进入医学院深造。因此，这一优惠少数民族学

生的政策是基于种族原因对他作为一个白人的“反向种族歧视”，剥夺了宪法给与他的平等权

利，违反了平等原则。近期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也出现了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优惠政策的论

争。“肯定性行动计划”在实施了40年后面对教育平等问题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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