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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理论学会第十九届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1-05-04 孙懿

 

        为了纪念建党90周年，中国民族理论学会于 2011年4月20日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召开第十九次全

国民族理论学会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1）总结经验教训，理论开拓创新——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

90年；（2）海南国际旅游岛与民族地区发展。来自全国近20个省、市、自治区的约50名从事民族理论研

究、教学和民族工作的专家、学者，就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收到论文43篇。 
        从各位专家学者提交会议的论文和会议发言看，会议议题涉及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工作等等方
面。各位专家学者针对当前民族理论的热点问题和民族工作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有的把自己的田野调
查成果带到会上和大家分享，也有的提出了自己对于一些新情况、新观点的忧虑和担心。 
        例如，如何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如何正确认识民族意识问题、增进各
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民生问题、干部作风与民族问题的联系如何？怎样进一步做好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工
作，消除隔阂，增强信任，改变这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的状况，防止其偏离正确的方向（感恩教
育）？如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民族理论，贯彻和落实各项民族政策？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反对民族主义的错误倾向？如何应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遇到的新问题？怎样增进少数民族群众的
幸福感？民族院校的学生工作如何改进？如何搞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西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
区的生态保护、环境保护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生态补偿问题，对民族精英的认识，等等展开了热烈的研
讨。 
        与会代表认为今年是我国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一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也

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建国60余年来，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社会
在快速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方面，中国国力不断提高，整个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
也随之进入了社会矛盾的突显期。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和联系日益增加，国人眼界大开，知识界理
论界对于世界其他多民族多族裔国家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理念原则、制度规章和方针政策有了此前无法比拟

的了解。20世纪90年代，苏联等若干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世界范围的又一次民族主义浪潮兴起。这
些国家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教训，令人警醒。西方敌对势力多年培植的分裂势力借机发力，我国西藏、新疆

等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暴力犯罪活动和分裂势力的骚乱活动不断，直至出现了2008年的拉萨“3•14”事
件和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虽然上述事件本身不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但是与民族问题和宗教问
题有着密切的联系，也理所当然地引发了国人对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普遍关注。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和相关的民族政策成为学界政界和民间的热点话题，引发越来越多人们的理论思考，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
观点和建议。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创新民族理论的需要，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当代中国必须坚持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民族工作的主题
和民族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在中国，民族是长期存在的，民族差异、民族问题也会长期存在。今天，中国
各民族间共同因素的增加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但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既要认识到中华民族整体利
益的一致性，又要看到少数民族多元存在的长期性。在增进中华民族认同感，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
程中，既要解放思想，也要实事求是；既要放眼未来，也要立足当下。不可无所作为，也不可急于求成。尤
其要记取我们曾经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民族工作中大跃进、由于犯了“急躁病”而吃苦头的深刻教训。 
        中国的民族理论需要不断发展创新，但是创新不能否定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和政

府60余年民族工作取得成绩的主流，不能背离宪法的基本原则。我们不能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裹足不前，
只是高唱赞歌；也不能言必称希腊罗马、妄自菲薄、眼前一片漆黑。我们深知，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的民族
问题，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民族理论能够指导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中
国民族问题的实践。同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仍然任重道
远。让我们再接再厉，迎接挑战，以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推动中国民族理论的创新和民族关系的和
谐发展。大会取得预期效果，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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