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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民族关系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辩证关系

廖业扬

2012-1-11 13:51:09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1年12月23日

  和谐民族关系与和谐社会建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就和谐民族关系对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性而言，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衡量社会和谐的重

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面鲜明的旗帜。 

  和谐民族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首先，民族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的五大关系之一。社会关系是复杂多样的有机系统，各种社会关系的

地位及作用各不相同，有的社会关系处于主要地位并对社会性质及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的社会关系处于相对次要的地

位，对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有限。那些与一定的生产方式联系密切的社会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对社会的稳定与

和谐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促进主要的社会关系和谐是关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和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了我国政治和社会领域中具有全局性意义和影响的五大

关系，即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必须正确处理的重大的社

会关系。换言之，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五大关系，将难以完成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由于民族关系具有显著的综合性特

点，与其他四大关系深度交织，能否正确处理，对其他四大关系的处理影响极大，因此，和谐民族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重要内容。 

  其次，这是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所决定的。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政治关系的重要内容，民族关系和谐是国家政治关系和谐的

重要体现和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定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民族和谐与国家整体和

谐相统一的社会。从实践经验来看，一方面，正确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有效地化解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是主权

国家的基本责任和职能。另一方面，民族问题的有效解决、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必然推动国家治理的成长和现代国家的建构，增

强国家的自主性和政治合法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国家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结构的集合体和调控中心，民族关系是这一集合体中

最为基础的部分。如果民族关系失调，必然引发国家整体的不和谐，甚而发生动荡与冲突。反之，稳定与和谐的民族关系则是国

家整体稳定与和谐的基础。对于多民族的中国来说，和谐民族关系始终是关系到国家统一、政治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边疆巩

固和安宁的重大问题。抓住构建和谐民族关系这一关键点，也就抓住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内容。 

  再次，构建和谐民族关系贯穿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整个过程。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人口规模虽小，但其聚居自治地区

却占国土面积的64%，经济地理意义上的西部地区及全国陆路边疆地区基本上都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民

族关系是我国最重要、最特殊的社会关系之一，决定了民族问题终将是我国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问题之一，民族发展问题是我

国发展总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意味着民族问题将随着和谐社会建设不断地得到有效的解决，民族矛盾将得

到持续的化解，也意味着我们不断地向和谐社会趋近。因此，无论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还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来

看，民族关系和谐与否都是一个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整个过程具有深远影响。

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与构建和谐社会是相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  



  和谐民族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其一，和谐民族关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紧密相连。体现在：要实行民主法治，必然要求坚持和完善民族区

域自治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把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纳入法制化轨道；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必然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特别是要逐

步实现事实上的平等；要提倡诚信友爱，必然要求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增进民族之间的互信，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大团

结；要坚持充满活力，必然要求改革开放，激发民族地区干部群众的改革发展热情，加大对民族地区投入和支持的力度，实现和

谐发展；要保持安定有序，必然要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深化民族地区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行政体制改

革，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要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必然要求改善民族地区的生态环

境，加强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安居乐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民族关系是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其二，和谐民族关系是衡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开创了我国民族

关系的历史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和民族区域自治法都把平等、团结、互助确定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

基本内容，成为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成为新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它从根本上有别于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社会及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关系，有别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族关系，有别于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关系，也有别于苏联东欧等社会

主义国家的民族关系。实践证明，我国民族关系经受住了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种种考验，无论是从中国历史，还是从当代世界

范围来看，新中国的民族关系都是最好的。当然，任何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也随着社会发展

而不断丰富和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认识的深化，中国共产党提

出了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的论断，与平等、团结、互助一起共同构成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平等是基石，团结

是主线，互助是保障，和谐是本质，四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反映了各民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实现

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共同愿景。同时，由于民族关系是我国最广泛、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广泛交

织，因而，和谐民族关系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且是衡量和体现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指标。 

  其三，和谐民族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面鲜明的旗帜。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

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依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说，以和谐为本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

党在改革发展新阶段，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面旗帜。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要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进

一步强调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些对于改革发展新阶段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一系列新阐述，

都突出了以和谐民族关系为旗帜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政治局面，以回应新世纪新阶段中华民族面临的各种新挑战；突出

了以和谐为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形成更具广泛性的国家治理

的社会基础，以应对新形势下中国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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