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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民族政策巡礼 

 
 
 

民族一体化制度与民族文化多元主义制度 
 
 
 

朱伦 

 
 
      民族一体化制度（理论与政策）  民族一体化（或曰整合）政策，主要是拉美和非洲一些

国家的实践。此外，新西兰和一些西亚国家的民族政策，如“一个民族几个兄弟”、“一个民族

几种语言”等说法，也可归结到此类型中。 

 
      民族一体化理论产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墨西哥，之后迅速传遍整个拉美，并在二战后传播到

世界其他地区。该理论试图回答怎样把西欧式民族—国家理想与本国多族群、多部落的实际结合

起来的问题，认为以现代国家为单位实现民族融合是历史的必然，国家应当推动这一过程，而不

能着意维持各族群之间的差别。实行一体化政策的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强国富民的战略要

求，促使这些国家急于建立统一市场，集中权力和资源，大力发展普通国民教育等。一体化理论

和思想正符合这些需要，因此一经提出便受到有关政府的欢迎，成为制订官方民族政策的根据。 

 
      但是，一体化理论和政策以主体民族及其文化为准则的价值取向，则遭到了少数民族的反对

和一些人类学家的批判，以至于有人把一体化理论等同于民族同化主义。但这种认识不完全准

确。一体化理论不赞成从制度上保证少数民族的集体政治权利，只把少数民族看成文化共同体，

这是事实，但它不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及其文化价值，只是强调不能以差别主义观念来看待他

们，更不能以此否定现代国家公共权力的权威和现代国民教育的标准化。一体化理论和政策有一

个良好的愿望，即推动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但这种“拿着鞭子赶人上天堂”的做法，忽视了少数

民族的主动性与适应性过程，自然让人不痛快。在讲究个性化和选择自由的当代西方世界，一体

化理论和政策遭受非议是必然的，文化多元主义理论随之产生并成为时尚。目前，多元主义与一

体化之争，虽然在学术话语上前者现在比较流行，但在实际生活中则是后者更普遍。因为从理论



关系上说，没有不讲一体化的多元主义，也没有不讲多元主义的一体化，但多元主义和一体化各

自的“度”及其内涵则不易界定，更不易操作。 

 
      民族文化多元主义制度（理论与政策）  文化多元主义理论开始萌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澳

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真正流行并被一些国家作为一种原则运用于族际关系，则是上世纪80年
代的事情。但是，不同学者和国家对文化多元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并未形成一致的概念，人们仅

是原则性地接受它所倡导的不同文化与族群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和谐相处，并希望政府可据此制定

一些具体政策，以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规范不同族群间的互动关系。 

 
      文化多元主义理论和政策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改变了一体化理论和政策以主体民族文化整合

少数民族文化的做法，从而可以缓和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减少冲突与对抗的可能性。文化多元主

义特别适合于一些当代移民国家，开始也主要是针对国际移民问题提出来的。但与一体化理论一

样，文化多元主义理论最初也没有考虑民族集体政治问题，因为当代移民作为后来者，只能散居

于主体社会之中，不可能形成以居住地为依托的民族政治实体。但文化多元主义理论为移民提供

了走向社团化的可能，可以使他们通过此种形式继续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维护自身利

益。 

 
      但是，在把文化多元主义理论运用于一些有领土依托的世居民族时，则显得不够了。文化多

元主义理论与一体化理论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以文化观念看待族群或民族。由于这一原因，

一些世居民族如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土著人，就不满足文化多元主义理

论，而是进一步要求政治上的自治权。因此，文化多元主义目前还不能说是一种民族政治制度，

甚至不能说是一种完整的民族政策，只能说是一种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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