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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内涵、
变量及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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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少数民族政治发展是少数民族政治体系随着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一种政治关系结构模式向

另一种政治关系结构模式的变迁,从而建构起一种更加合理的政治关系模式。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状况、历史传

统、政治文化等变量的制约,使少数民族政治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政治民主化程度相对较低。为此,必须在大力

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建构新的政治机制和政治关系模式,提升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能力,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

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等方面科学地选择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路径,以推进少数民族政治发展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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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及文化发展一样,都是人

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民族还

是小民族,都存在着政治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

展的历史过程。在我国彻底消灭了历史上长期存

在的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制度后,民族问题主要表

现为各民族在发展程度上的差距以及由此造成的

事实上的不同步。学界在论及少数民族发展问题

时,对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关注较多,
少数民族政治发展问题被程度不同地忽视了。在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提出少数

民族政治发展问题加以研究,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促进少数民族的全面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

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

族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政治发展问题看少数民族

政治发展的内涵

政治发展问题的提出肇始于对第二次大战后

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状况的研究。美国学者

路辛·派伊在《政治发展面面观》一书中认为政治

发展就是政治现代化的历程,并将政治发展的内容

归纳为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政治现代化、行政与

法律的发展、大众的动员与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稳
定和有秩序的变迁等十个方面,其观点几乎囊括了

西方学者对政治发展含义的探讨。中国的学者对

政治发展的界定主要有两类,即广义分析和狭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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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前者主要是将政治发展放在人类政治历史的

长河中进行分析,如王沪宁认为政治发展“意味着

建立适应一个特定社会历史一社会一文化要求变

化的稳定的政治体系。”[1](P239)王浦劬认为:“政治

发展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是政治权力和政治

权利的变革和调整。……政治发展同时也意味着

政治关系各种外延形态和表现形式的发展变化。”
“政治发展是人类社会政治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
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长期过程,是各种社会

政治形态面临的共同问题和任务”。[2](P375)后者主

要是将政治发展置于现代化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如
王邦佐认为政治发展就狭义而言特指现代化过程

中的政治变迁,并认为政治发展就其内涵而言,不
仅包括了现代化所带来的正效应,也涉及到现代化

所产生的负效应。但如果不是从经验层面而是从

规范意义上讲,政治发展无疑面向的是现代化过程

中积极的政治变迁。[3](P294)谢庆奎从中国处于现代

化这一特殊历史境地对政治发展加以诠释,他认为

“政治发展是在独立民族国家形成和传统社会向现

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体系的合法化、民主化

和现代化的过程。”[4]

政治体系是由一定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角色建

构起来的,不仅体现着一定的政治权力,而且涉及

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能够集中和全面地体

现政治发展的面貌。我们认为从广义分析来界定

政治发展内涵的观点更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可以

将政治发展的涵义界定为: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政治关系从一种结构模式向另一种结构模式的

变迁,其实质是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建构

新型的政治关系模式。[5](P237)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曾指出:“民族是

具有同一历史本源和同一历史命运感的人民组成

的政治体系。”[6](P3)在我国,“少数民族”是用以指

称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概念,既可以作为统称,
又可以作为单称。因其民族的族体规模较小,人数

较少,故被称之为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会在争

取、实现和维护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与特定政治权力

发生关系,故而形成其特定的民族政治,建构起特

定的民族政治体系,强调其民族的政治属性。实际

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政治体系,有的民族

甚至运营着多个不同层次的民族政治体系。”[7](P16)

如同政治发展始终与人类政治生活相伴,少数民族

政治发展也始终贯穿在国家的整个政治的发展过

程中。它在随着整个政治体系一起发展的同时,也

必然地会成为其中一个特殊的富有民族特色的部

分。在具有整个政治发展的总体特征的同时,不仅

会表现突出的个性特征,而且需要我们对其进行专

门的考察,以求揭示其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从而不

仅为少数民族政治发展创造条件,而从主动地去推

动其有效地发展。
综合以上分析,从少数民族政治的实际出发,

我们可以对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涵义作这样的界

定:少数民族政治发展是作为统一国家政治体系内

一个次级政治体系的少数民族政治体系,随着整个

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适应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从一种政治关系结构模式向另一种政治关系

的结构模式的变迁,从而建构起一种更加合理的政

治关系模式。[8](P240)就发展的趋势而言,少数民族

政治发展并非要将少数民族政治体系发展成为一

种完善的国家政治体系,而是在整个国家政治体系

的框架内,调整和理顺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各种政

治关系,建构一种与整个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的政治关系模式。

二、影响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变

量分析

少数民族地区在推进政治发展的过程中,由于

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制约因素的不

利影响,造成少数民族政治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政
治民主化程度相对较低。影响少数民族政治发展

的变量主要有:
(一)经济发展状况

政治生活总是要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
经济状况不仅能够为政治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质基

础,而且经济的发展也促使人们通过政治活动来争

取和实现更多的物质利益,并维护这种利益状况。

1949年以前,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大多比较落后,仅停留在比较原始的农耕及游牧经

济时代。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实现了生

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民族

地区生产力的落后状况,绝大多数民族地区未能完

成第二、第三次社会分工的历史任务,而直接进入

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对于缺少商品经济发

展这一历史过程的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民族成员

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而,必然在市场

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及

市场发育严重不足,民族优惠政策被不同程度地弱

化。国家给予的民族地区经济倾斜政策因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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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我发展能力的不足而达不到预期效果,民族地

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愈来愈大,从而

影响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政治发展。
(二)历史传统

历史传统是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历史

传统对政治发展的影响表现在多个层次。良好的

历史传统促进政治发展,为政治发展创造良好的发

展环境。反之,不良的历史传统会给政治发展带来

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政治上的血缘等级和伦理主义影响政治发

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活历来贯穿着浓厚的

血缘情感,血缘关系构成政治权力分配和传递的基

本依据。家长制、森严的等级,使农民认为人的身

份先天地取决于他的家庭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自
己处于社会最底层,没有资格过问政治大事,也就

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利,这成为民主意识和权利意

识在农民心里扎根的心理障碍。政治上的伦理主

义,梁漱溟曾称之为政治的伦理化,即把政治作为

伦理间之事,讲情谊而不讲权利,用礼教以代法律,
把阶级国家融摄在伦理社会之中。[9](P184)

2.过于强烈的家族认同,使农民的利益取向发

生偏移。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家族观念十分强烈,
聚族而居的村落,在家族观念作用下,农民们“族
民”意识重于“公民”意识。过于强烈的家族认同,
使农民缺乏对乡村法理性权威—一乡镇政权、基层

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信任和认同,使国家权力和国家

意志的贯彻不够顺畅,在处理国家、集体和家族利

益问题上,事事处处重家族利益得失和内部的关系

资源,大局意识缺乏。

3.家族势力对选举和村治的干预,使乡村权力

弱化、变形。家族势力一旦操纵村委会选举,选举

就会成为家族间争夺领导权的竞争,容易出现为家

族利益买卖选票、贿选等不良现象。家族势力与地

方政权相揉合,就会出现正式组织权力流于形式而

家族非正式组织权力膨胀的现象,在决策管理过程

中家长制就会取代民主制,使村级政权的社会组织

功能弱化。这意味着广大农民游离于社会宏观调

控体制之外,对社会的政治整合和政治发展极为不

利。一些地方极端的家族势力还与乡村政权分庭

抗礼,对抗国家法律法规的执行,如暴力抗税,这
时,村落家族文化就蜕变为破坏农村法制建设和社

会秩序的帮凶。
(三)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不是消极无为的,它作为长期形成的

心理积淀,深藏在人们心中并潜移默化支配着人们

的政治行为,发挥着无形的影响。少数民族的政治

文化也不例外,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影响也

是深刻的,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是

多方面的:

1.政治文化影响着基层群众性自治的实施。
在基层实行群众自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

内容,也是我国基层组织的重要形式。但实际上,
民族地区的基础自治却同宪法和法律的要求相去

甚远。一方面它演化成了行政组织;另一方面,它
在基层政治生活中,不如一些地域性的非正式组织

有影响。

2.政治文化影响着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民

族区域自治既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我国民族关系的

基本政策,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民族

区域自治的核心是自治机关的自治权,我国宪法和

法律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

面的多项自治权。但是,这些自治权都没有得到充

分的实施。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特殊的政治文

化作用的结果。

3.政治文化制约着少数民族群众政治参与。
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除了政治动员外,很
少参与非地域性的政治活动,很少向政治体系输入

自己的要求,对政治参与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应付,
但他们对宗教活动却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和热情。
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政治文

化造成的结果。

4.政治文化影响着法制建设。特殊的政治文

化区域性的特点使得区域性的政治规范和风俗在

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国家的法律

却未受到应有的尊重。所以,在利益受到损害和发

生冲突时,少数民族地区诉诸法律的案件远少于诉

诸地方性规范和风俗习惯。从总体上讲,少数民族

地区政治文化制约了少数民族政治发展。

三、少 数 民 族 政 治 发 展 的 路

径选择

政治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以人

在政治上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因此,在少数民

族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
化等各种手段,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化解影响

政治发展的矛盾与冲突,科学地选择政治发展的目

标与路径,促进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顺利进行。
(一)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是少数民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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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基础

“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发展引起的,
在特定经济社会关系基础上体现的利益关系和利

益矛盾的运动,政治发展的主导者是代表生产力和

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10](P295)。发展是解决

少数民族地区困难和问题的第一要务,加快少数民

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各族群众的殷切期

望,也是现阶段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少数民

族政治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民族地区经济的发

展壮大。首先,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既能够推动民族

地区政治民主的发展,又能为民族地区政治发展奠

定物质基础。其次,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能够促进政

治稳定。民族地区经济的壮大有助于增加就业机

会,减少贫困人口,增加中产阶层人数,从而有助于

塑造稳定的“橄榄型”阶层结构。再次,发展民族地

区经济能够给政治体系带来绩效合法性。只有各

族群众走上了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才能巩固民族

地区政治体系的权威。可以预见,民族地区经济又

快又好的发展必将进一步促进各族群众对民族地

区政治体系的拥护和认同。
(二)建构新的政治机制和政治关系模式是少

数民族政治发展的根本保证

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政治体制并未

为新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变革准备好通过一定的变

革调整就能适应的一切,其相应的政治机制和政治

关系模式只能适应于计划经济而不适应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推动下的政治发展中形成的新的政治因

素和关系则要求形成新的政治机制的政治关系,并
使其制度化。因此,少数民族政治发展中应该根据

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要求,在原有的政治体制

范围之外自觉建构起能够适应新的政治因素、政治

力量和政治要求的机制,如权力监督机制、政治参

与机制、利益表达和综合机制等,并促使其制度化,
通过制度创新来克服制度短缺的现实,实现新的制

度供给和体制供给。同时,也要使新的机制和制度

同原有的机制和制度相互整合,相互补充。
(三)提升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能力是少数民族

政治发展的重点

由于历史、自然条件以及现实因素的多重影

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水平都比

内地低。少数民族地区要缩小发展差距,要与内地

同步实现全面小康,则不可能再去走一条自发发展

的道路,而必须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当然,跨越

式发展能否实现,除与国家政策的支持程度有关

外,更重要的方面是取决于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能力

能否得到切实提升。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证明,政府

能力的强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实现跨越式发

展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速度的

快慢、发展质量的高低等都取决于政府能力的强

弱。政府能力集中体现在政府为推动社会现代化

方面应有足够的权威和组织领导才能,有较强的依

法行政的意识,具体包括:规划发展能力、制度创新

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市场规制能力、提供公共物品

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控制能力等方面。[11]

在当前,少数民族地区要想抓住西部大开发的良好

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首先开发和提升上

述政府的各项能力。

四、坚持和完善自治制度,巩固和

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少数民族政

治发展的重要条件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重

要内容,是少数民族民主化的具体途径。“如果不

保证每一个在经济上和生活上有比较大的特点以

及具有这种特殊的民族成份等等的区域享有这种

自治,就 不 可 设 想 有 现 代 化 的 真 正 民 主 的 国

家。”[12](P30-31)因此,民族区域自治是“具有复杂民

族成份和极不相同的地理等等条件的民主国家的

一般普遍原则。”[12](P442)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法律

规范的形式保障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共同管理

国家事务和充分行使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

的民主权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

期,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必须努力做到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保护和尊重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权,包括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

权、经济管理权、经济资源控制权;坚持和维护民族

平等团结权,包括民族内部的团结、各民族之间的

团结;妥善处理民族间的矛盾和纠纷,按照平等协

商的原则,处理好自治民族与其他非自治民族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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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ofanall-roundreform,Chinaistoreformitsmedicalsystem.Thereason
forChina’ssuccessfulreformisthatpersonalpursuewasallowed,whichhasdeeplyinfluencedthere-
formofmedicalsystem.Theimportanttendencyofmedicalsystemreformishospital’smarket-orienta-
tion,whichmakesthehospitalapuremerchandisedenterprise,leadingtomarketjusticeandthefailureof
medicalsystemreform.Toresolvethis,thegovernmentshouldincreasefinancialsupporttoturnmarket
justiceofthehospitalintosocialjustice.Besides,attentionshouldbegiventohumanitarianisminthe
medicalsystem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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