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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青觉、马守途 

 

【内容摘要】 民族作为一个客观存在，有其发生、发展、直至灭亡的基本规律。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族体的发展，突出地表

现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民族作为客观存在，自身发展规律决定了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另外，社会主

义制度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

展，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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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发展表现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阶段，这是社会主义时期民

族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 

  一、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含义 

  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建国以来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是我们全部民族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理论观点的形成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 

  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就强调，“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并把这看成“是整个国家的利益”[1]，这是毛泽东

思想关于少数民族发展理论和政策的重要内容。周恩来同志对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论述较多，并且第一次提出了“共同发

展”和“共同繁荣”的表述。如在对待民族平等和民族繁荣的关系上，他指出，“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

[2]379，“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宪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2]377 关于如何摆

脱整个国家贫困落后的状态，他认为惟一的办法就是我们50多个民族大家合作起来，共同发展。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了各民

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结合新的形势和实践，丰富了关于民族发展与共同繁

荣的理论。邓小平民族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强调各民族的发展。邓小平同志1987年6月29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指出：“我们帮

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3]246 “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也一样。”“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

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3]247 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11月2日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题词：“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

各民族共同繁荣。”[3]407 邓小平的民族发展理论，主要是回答和指导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

现代化，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问题。因此，邓小平民族发展理论把民族发展与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联系起来，对民族发展的理论基础、现实意义、战略步骤、发展动力和外部条件等诸方面进行了阐述与指导并付诸于实践，成功



地解决了第一代领导人曾经提出过但由于历史条件未能解决的如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问题。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对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思想进

行了与时俱进的论述。在1992年1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阶段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兴旺的时

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整个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同全国其他

地区的现代化、少数民族的振兴同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密不可分、互相促进的。推动各民族发展进步和共同繁荣发展不仅是

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4]257。并且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将“生产力标准”理论引入民族工作领域，提出“大力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4]257。1994年，江泽民同志在国务院第二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上又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共同进步”，“中华民族的振兴，就是56个民族的共同振兴。”[5] 在

1999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将“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列为新中国民族工作的两大主要任务之一。“新中国

的民族工作主要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通过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引导翻身解放的各民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二是通过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加快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6] 

  在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科学把握时代特征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将“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作为当今我国民族工作的主题。在2005年5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中，胡锦涛同志进一步阐明了“两个共同”的科学内涵。其中，“共同繁荣发展，就是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

发展观，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生活

水平[7]7—8。 

  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具体来讲，就是各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不断得到发展，自身素质都得到发展提高，并且各民

族的特点和优点都得到充分的展现，共同走向民主、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共同享有国家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

果。因此，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它既包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也包含汉族和其它地区的繁荣发展（但当前重点是

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既包含少数民族自身族体的繁荣发展，也包含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既包含少数民

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也包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事业的繁荣发展；既包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物质文明建设，也

包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既包含民族自身素质的提高，也包含民族自身特点和优点的充分展现；既是

指目标上各个民族都得到繁荣发展，也是指过程上各民族应通过互帮互助达到繁荣发展。 

  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 

  1.在当代中国，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要建设的现代化，是包括56个民族

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是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全国的现代化。因此，没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没有民族地区的发展进

步，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现代化的建成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不可能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前的我国各民族，分别处于不同

的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低下，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这种在经济文化发展差距上的惯性，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在当前，突出的

表现为民族地区同其他地区、同全国平均水平的发展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决定了

必须全力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2在当代中国，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根本前提。我国在20世纪末达到的小康是低水平

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部分地

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一客观现实而作出的。因此，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重点和难点是在民族地区。没有民族地

区的现代化，就谈不上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少数民族的繁荣富强，就没有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要通过各民族共同繁荣发

展，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丰富民族地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来满足各民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提高其生活质量。同

时，在民族地区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健全的

医疗卫生体系，创造出保证各民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社会运行机制，必将在多方面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逐步缩

小民族地区同发达地区以及各民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之，能否共同繁

荣发展，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 



  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因 

  我国民族政策的根本宗旨是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周恩来曾经指出：“我们对各

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8] 

  1.这是由民族发展规律决定的。民族作为一种历史社会现象，有一个产生、发展到消亡的过程。民族要充分发展之后才会消

亡。民族消亡是指全世界所有民族经过融合，实现民族大同，民族共同体作为客观事物而不复存在的现象。而这一现象的出现

是’要世界上各个民族在长期交往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民族特征和民族差别逐渐消失，最终所有人类融合成为一个没有民

族界限的整体的过程。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各民族远未充分发展。民族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

是民族融合和民族消亡的时期，而是民族繁荣发展时期。民族作为客观存在，其发展也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

社会主义时期，这个过程表现为民族的繁荣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

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各族人民的愿望。但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不

是短期内能完成的，而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才能实

现的过程。 

  2.这是由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决定的。民族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民族的发展是受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社会的

发展最终决定民族的发展。社会发展和民族发展表现为两个平行的过程，后者受前者制约，某个民族的发展不可能超越社会总体

发展限度。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民族的发展也将经历这样的过程。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废除了束缚生

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同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体现了先

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有机统一。先进生产

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特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体趋向。

因此，随着社会主义时期整个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将经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民族的发展也将经历一

个从相对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民族在社会主义时期从相对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外现为民族的繁荣发展。 

  3.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平等团结为各民族共同繁荣确立

了前提。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废除了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各民族真正实现了平等，奠定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基础。 

  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联系。邓小平同志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

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成为可能，而且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 

  新中国民族政策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

制定的民族政策。这些民族政策，既全面考虑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事实，又全面考虑了我国56

个民族在发展水平和文化风俗上存在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基本事实，既深刻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也积极借

鉴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成败得失，因而具有历史和现实的科学依据。我国的民族政策内容丰富，但无论是政策原则

还是政策措施，共同指向的目标都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意义 

  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也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7]3。 

  1.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要求。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我们党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也是巩固



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把这一重要原则已载入宪法，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在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如果

一些民族经济文化发达，生活水平高，而另一些民族经济文化长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就不利于民族团结，难以巩固和发

展政治上的平等。“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

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3]364 因此，处于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帮助以前受压迫剥

削的民族达到事实上的平等，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这样才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有利于民族的和谐、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展现社会主义中华大家庭的祥和繁荣，使社会主义

制度显示出勃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 

  2.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

度，实现了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各民族都平等地享受到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权利。但是，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

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以及少数民族的社会制度等原因，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

发展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各民族在享用各项平等权利方面，还因经济文化发展滞后受到制约。事实上还存在着不平等。这些

都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某些民族事实上的落后性。解决这一问题的

根本途径，就是促使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只有共同繁荣发展了，才能彻底消灭历史的遗迹和影响，才能全面增强民族地区科技

教育实力，提高各少数民族科技文化素质，继而提高其整体素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

等。 

  3.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解决当前及今后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

族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社会总问题的解决，解决好民族问题又有利于解决好社会总问题。当前，我国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

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上。只有通过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高生产力和社会整体水平，改善人民群

众的生活，才能满足各族人民的愿望与要求，才能处理好当前的民族问题。 

  4.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保证。我国有20000多公里的陆地边防线，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在祖国的边

疆，55个少数民族中有31个民族与国外的同一民族相邻而居，这种民族分布状况与我国的边疆建设和国防安全有着极为重要的关

系。边防巩固需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深厚的群众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此，必须要把边疆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发展起

来，这是稳定边疆地区，加强民族团结，激发少数民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取得反对境内外敌对势力颠覆阴谋斗争胜利的物质前提

条件，也是保卫边防、维护祖国统一斗争的物质保证。有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就有了各民族的大团结，也就有了全国的安

定团结，进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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