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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理论始终是民族工作实践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探索中牢牢扎根于中国国

情和民族实际，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精神和开拓创新思维，探索出一套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

走出了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特色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民族问题与民族理论重

要性的认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构成一幅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动态图谱。在理论

向度层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本质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在话语表述层面，从强调“多元性”到更加注重“一体性”，

重视话语风格的时代化与大众化，对民族理论核心要义的表述不断创新。在国际视野层面，为

世界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彰显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理论自信。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

理论发展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坚持实事求是与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坚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引领，为新时

代推进民族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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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

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一条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P243)百

年成就使人振奋，百年经验给人启迪。中国共

产党自成立起便开启民族理论探索之路，在民

族工作领域下足“绣花”功夫，驰而不息地寻求

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南，形成一整套系统科学的

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历史镜像映照下的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图景在民族工作的年轮中刻

录着理论演进的清晰脉络。通过回溯不同时期

党的民族理论的内容与特点，总结理论向度、

话语表述和国际视野层面的创新成果，力求把

握民族理论的演进内涵与时代意蕴，为新时代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发展
的百年历程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

时俱进，是一个在历史经纬中动态演进和赓续

前行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在理论

上解决了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问题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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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问题。”[2]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考察线索，中

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发展的百年历程分为以下四

个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理论初步

探索（1921—1949年）

党的初建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党

的民族理论探索的起步阶段。李大钊、瞿秋白、

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等积极引入和传播马克

思主义民族理论，如翻译马列著作、撰文探讨中

国民族问题、学习和吸收其理论精髓。中共二大

提出“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民主

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3](P62)

这成为将国家构建与民族问题相结合的初步构

想。党的一些报刊也开始发表宣传民族理论、研

究民族问题方面的文章，其中蕴含的民族解放、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理念是党的民族理论探

索的初步成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民族理论得到初

步实践。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

纲》提到“不分种族（汉、满、蒙、回、鞑靼、苗、

黎以及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

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公民”。[4](P773)中国共产

党首次以宪法形式确立民族平等原则，明确了

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长征时期党在与沿途各

民族广泛接触与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颁发布

告、演讲、标语等形式宣传民族理论与政策。例

如红军途经苗、瑶、彝等聚居区时，提出民族平

等主张，反对一切压迫与剥削；到达甘肃的回民

区域时颁布对回民的“三大禁条、四大注意”；

进入藏区时颁发保护藏民利益的布告《告康藏

西番民众书》；在一些民族地区建立革命政权

和人民武装，促进民族理论与民族地区实际情

况的紧密结合，将民族平等团结理念贯彻于各

民族的民生关怀之中。这一时期“开启了中国

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初步探

索，党的各项民族理论由‘教条主义’逐渐走向

‘实事求是’”[5]。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民族理论创新包括：

以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为纲领，在政策宣传工

作中把解决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民族问题相结

合，在争取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的实践中增强理

论自觉；创新发展民族团结理论，积极培养少

数民族干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为民族理论研究提

供组织保证。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

报告中提出“（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

权，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4](P595)，这是

对马克思主义运用的教条化倾向进行修正。之

后建立的回民自治乡和蒙民自治区成为民族区

域自治思想的初步试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

中国共产党》中提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

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6](P622)这是

首次对“中华民族”的起源、结构、关系等进行

理论阐述，初步形成党的中华民族观念。之后

在中共七大的《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重申实

现民族解放与民族平等的奋斗目标，这些都成

为分析当时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民族理论围绕实现解

放和平等团结的主题，为了推翻国民党统治而

团结一切革命力量，进一步重申中国境内各民

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

错误倾向。《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指出：“在少

数民族区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

权”。[4](P991)期间，山东、淮南、晋察冀等解放区

相继设立民族自治区。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

建立，成为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这是

民族理论探索的重要实践成果。1949年9月，政

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其中将民族平等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

基本原则、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容，

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工作的重心转向和内容设

计提供依据。

这一阶段，党的民族理论发展主要确立了

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

心的理论框架。内容包括民族与民族问题的概

念、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原则、建立民族统

一战线等。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加深对民族问题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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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将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中华民

族等理念贯穿于革命全过程。党在民族理论与

政策方面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奠定了中国共

产党民族理论的发展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民族理论

曲折发展（1949—1978年 )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面临着巩固新政权等

复杂形势，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民族

理论探索立足于民族发展规律和民族问题长期

性的特点，其重心在于疏通民族关系，消除民

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毛泽东明确当前民族工作

的两项任务是“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

自己的干部”。[7](P37)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从国家根本大法角度将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确立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为了

摸清多民族国情的家底，国家在1952年和1956

年先后两次派出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聚集

区开展民族大调查，同时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

情况，并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完成民族识别工

作。这一系列实践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理

论框架体系的重要依据，是民族事务处理的理

论源头。

党 从 少数民族 实际出发，将民族理论 融

入民族地区发展。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

策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帮助民族地区实现繁

荣发展和社会改革，尊重民族自治权和民族特

点”。[8] ( P162)同时在民族地区慎重开展民主改

革，使个别仍处在封建制、农奴制社会中的民

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改造

时期，国家对民族地区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援

助，出台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相关政策。

这一阶段，党的民族理论发展主要围绕保

障民族平等团结的制度设计。内容包括民族识

别、民族区域自治实施、散杂居少数民族平等

权利保障、民族关系疏通、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民族干部培养等方面。整体来看，此阶段的民

族理论在学理层面确立了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

平等、共同发展原则，为党和国家制定和贯彻

各项民族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坚实基础。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民族理论改革调整（1978—2012年 )

改革开放初期，党深刻总结民族工作领域

的经验教训，对民族理论的具体问题正本清源。

1982年修订的新宪法在序言中继续明确民族平

等原则，并对民族自治地区享有的权利等做出

具体规定，为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提供重要的

理论支撑和法律依据。此阶段，邓小平民族工作

思想重在发展经济，把发展作为观察少数民族

地区工作成败的一项标准，“从时代、人民、民

族要求的角度强调发展的重要性”[9](P357)，并做

出“中国没有大的民族纠纷的基本判断”[9](P362)，

先后实施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多项举措，使民

族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

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民族、宗教无小事”的科

学论断，深化各民族团结互助和共同发展的主

题，将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作为国家最高

利益。加强民族团结与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

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理论的指导思想。

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特色解决

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形成民族工作领域的一

系列理论成果。如“民族问题的基本概念、产

生原因、影响评估、集中表现等”[10]，为正确认

识民族问题及破解路径提供理论依据。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的整体面

貌焕然一新，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

可持续发展。胡锦涛同志提出“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成为科学发展观在民族工作

中的科学应用，揭示了新世纪民族问题解决的

方法和目的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民族理论

和民族工作领域的重大突破。2005年的中央民

族工作会议将“和谐”纳入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的特征表述，科学回答民族问题的相关概念及

如何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共同构成具有时代

特征的民族理论体系。

这一阶段，党的民族理论以国家领导人对于

民族问题的重要论断为特点，主要围绕各民族

共同繁荣发展的核心问题，从各民族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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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路径、发展观念出发探讨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本质。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

动等措施促进民族地区全面发展，重视国际环

境对于国内民族问题的影响，坚决反对民族分

裂主义活动，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理论

的深化发展（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在全面总结民族工作的成就和把握新形

势下民族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多次深入民族地

区实地调研，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开拓民族工作

新局面。通过对新时代民族问题的本质内涵、

特征表现、探索路径等问题进行理论阐释，深

刻回答新时代中国民族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党提出现阶段民族工作形势的“五个并

存”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民族关

系的守望相助理念、解决民族问题的物质和精

神并重论、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一系列新

观点和新表述，推动新时代民族理论的创新发

展。党在对统一多民族国情认知基础上，以满

足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共享社会主义发

展成果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出发点，通

过一系列政策设计、制度安排和舆论引导，丰富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理论内涵。例如

切实维护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权益，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实

施“一带一路”“精准扶贫”发展战略，加快民

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加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

融，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事业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民族理论的重大科学

论断。随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五次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从“十二个必须”的角度精辟阐释习近

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深刻内

涵，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主题，为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遵循的根

本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

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彰显出新时代民族

理论的鲜明导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为新

时代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以及中华民

族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在研究层面推动着民

族理论创新发展与成果产出，实现由各民族的

主体性发展到各民族互促互补的主体间性发

展，促成自强自信的牢固共同体，加速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进程。

这一阶段，党的民族理论发展的主要内容

是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

作的重要思想。这不仅是党接力探索和集体

智慧的结晶，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

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其特色内涵可以概括为

“中国化的理论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特

色、人民民主的制度特色和共有精神文化的文

化特色”[11]。以人为本和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

串联于民族理论探索的发展脉络，致力于实现

中华民族大团结以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

前进方向，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新时

代解决民族问题中的强大生命力，为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纲领。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
的创新成果

时代进步需要理论之光的照耀。党的百年

民族理论扎根于中国国情和民族实际，秉持实

事求是精神和开拓创新思维。这是基于历史与

现实、经验与创新、理论与实践而不断完善的

过程，在理论向度、话语表述和国际视野层面

取得了重大创新成果。

（一）理论向度：开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一脉相承，并以中国化时代化为基本线索不

断创新前行。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在本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新

境界，具有历久弥新的现实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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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

本质论。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任

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

自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胜利的同时就是

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12](P287-288)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从一开始就鲜明地将民族解

放理念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以消除民族不平等

作为价值取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

目标，这是对资产阶级民族观的完全超越。中

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党准确

把握基本国情和民族问题的本质，在革命时期

带领各族人民实现民族解放与独立。在建立新

中国之后，党又将目标升华为践行民族平等与

民族团结、实现民族繁荣发展、构建和谐民族

关系，尤其是在新时代将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

向往作为使命担当，找到真正体现中国民族本

质的正确道路，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

条件，不断拓展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本质论

的意义空间。

第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

认识论。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演进实现了

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

推动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化和规律化，

在民族理论 认识论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如对

“民族”“民族问题”“中华民族”等概念以及

多民族国情 认识的不断深化；对民族工作重

大意义更加明确、民族工作的目标取向不断聚

焦；对维护民族平等的根本立场更加坚定、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路径更加清晰；对解决民族

问题的任务艰巨性、长期性认识更加深刻等。

这些成果不仅揭示了中国民族 发展的基本规

律，实现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的完美契合，而

且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论

述的深刻理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民

族理论的诸多论述，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本质

属性的角度阐明了民族理论探索向纵深发展的

必然性，体现出鲜明的理论创设与知识生产的

思想轨迹，构成具有特定内涵的民族理论认知

体系。

第三，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

方法论。纵览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演进，

其实践方法推动民族理论的创新活力，民族理

论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而是以每

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时代背景为理论参考，不

断创新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方法论，寻求中国

民族问题的最佳解法。有学者将新时代中国特

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论概括为“历史性方法

论、实践性方法论和总体性方法论”[13]，除此之

外还应重视政策法律因素。党在革命时期的重

心在于寻求民族解放与独立，民族理论缺乏国

家层面的合法性来源和政策性支撑；新中国成

立使民族理论获得强大的国家能力作为后盾，

通过 法律形式制定民族政 策，使民族问题解

决获得理论支点，民族理论探索也成为合法性

的政治实践，如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尊重民族意

愿，不仅保障人民表达民族身份意愿的权利，

而且在更大意义上确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治

地位，尤其是通过《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

等法律规定，各族人民真正享有法律和事实上

的平等。

（二）话语表述：对民族理论核心要义的表述

不断创新

民族理论需要鲜明的词义表述和话 语呈

现，才能准确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特质。围绕民族理论核心要义的话语表述不

断创新并走向成熟，应在话语表述的动态调整

中把握民族理论的话语逻辑。近年来党的民族

理论核心要义在话语转向和话语风格方面呈现

出如下特点。

第一，从强调“多元性”转向更加注重“一

体性”。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阐释过

“大家庭”观念，如恩格斯在赞扬英国工人摆

脱民族偏见时讲到：“你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

英国人，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民族的成员；你

们是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

的人，是一个伟大的大家庭中的成员。”[14](274)

党的民族理论演进始终坚持“多元一体”的理

论框架，以充满温情的“大家庭”为主体叙事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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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在整体上实现了从凸显各民族的独特性到

重视交往交流交融，再到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话语转向。民族理论话语从强调“多元性”转

为更加注重“一体性”，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

和文化实践强化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凸显中华

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不断增强

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接纳。民族

理论话语转向与拓展实质上代表的是各族人民

的身份建构由单向的国家立场宣布与赋予走向

双向的个体自觉认同与互动的过程，尤其是随

着“中华民族”写入宪法而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

知共鉴、共享共爱和口耳相承的共同身份。

第二，话语风格的时代化与大众化。话语

源于理论而又滋养理论。党的民族理论 话 语

风格呈现出形象生动、简单易懂的表述特点，

尤其是新时代民族理论话 语更具时代化与大

众化特点。如在民族团结理论方面提出“眼睛

论”“福祸论”“生命线论”，在中华民族共同

体理论方面提出“大家庭论”“大花园论”“一

家子论”“石榴籽论”等，论述更加生动和易

于理解；再比如党为增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而阐释的理论话语，如“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

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

成美满姻缘”等。这说明民族理论逐渐改变过

去政策文件中抽象化和概念化的语言表达，不

仅关注宏观层面民族关系的整合，而且深入民

众微观层面民族关系的协调，使民族理论话语

更加生活化和“接地气”，“实现各民族全方位

嵌入成为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与深度交

融的必然选择、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15]。这

些喜闻乐见的民族理论话语风格更接近人民期

盼，缩小了理论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推动着民族

理论的大众化。

概言之，文风话风反映党风。党依据不同

时期民族工作的实践场域，推进民族理论的话

语建构，这并非简单地从学术概念生发的词语

创造、理论发明或学理阐释。每一次民族理论

话语创新的背后都是饱含着中国智慧和中国风

格的理论成果产出，是党面临民族事务新情况

时的深切反思和有力回应，是围绕着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而不断增强凝聚力与向心力的话语

实践。话语创新和新概念提出极大提升了民族

理论的话语权，针对民族领域新问题的理论回

应和话语阐释更具解释力，有助于将理论优势

和政策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体现出党在民族

理论话语建构中的自觉意识和创造智慧。

（三）国际视野：为世界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

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体系不仅强大了

中国与团结了人民，也为世界民族问题的解决

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范例。应在与国外民族理

论的客观比较与总结提炼之中，深挖中国民族

理论的内在价值和理念优势，彰显中国特色和

中国气派的理论自信，提升中国民族理论的对

话能力和开放水平。

第一，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为理念的中国

智慧。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体系包含着丰

富的兼容并蓄、多元一体元素，吸收中国传统文

化的“大一统”“通天人合内外”“求同存异、和

而不同”“天下一家”等思想精华，在内涵方面

蕴含着平等价值、正义价值、秩序价值和人权价

值。通过各族人民互学互鉴的胸怀和包容开放

的态度来实现内心深层次的情感共鸣，以尊重

差异存蓄文化张力，以包容多样达成团结共赢，

以博大共享的精神力量汇聚共同信念，能够有

效避免“文明的冲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

地域观念，打牢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情感纽带与

思想基础，展现出党开展民族工作的政治智慧

和远见卓识。这些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民族

理论体系的尊重差异与包容多样特征。

第二，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代表的中国

制度。如何处理政治统一性与民族多样性的关

系是世界性议题，中国共产党经过总结经验和

不断修正，最终选择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构架。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政策的源头，在具体

实践中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共

同发挥作用，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的原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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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意义上诠释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协调的辩

证理念。党带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百年巨变

充分彰显出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优越性与理念

先进性。

第三，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方向的中

国模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将狭隘的民族认同

转化为统一国家基础上的民族认同之最佳方

式，为世界多民族国家建构做出原创性贡献。

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多元”与“一体”的逻辑

关系和建构层级进行理论探索，以统一多民族

国情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立论基础，创

新性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在工作实践

中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为平台，创新文化共享

与互助合作模式，深挖各民族的共同性和互补

性因素。民族工作以和睦相处作为真诚交往的

起点，以和衷共济作为深入交流的过程，以和

谐发展作为情感交融的升华，在交往交流交融

中增进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情感与道义。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

上，将目光向全球人类关怀延伸，提出旨在增进

人类福祉和实现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提出

新思路新解法。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
的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演进积累了弥足

珍贵的历史经验，淬炼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的坚定理念。新时代民族工作面临着新挑战与

新任务，更加迫切地需要民族理论的全面指导，

深刻总结百年民族理论发展的历史经验，准确

把握其价值意蕴和理论密钥，为新时代中华民

族共同体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民族理论的百年演进既是中国共产党实现

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相统一的理论探索史，也

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中不断自我修复和自

我革新的成长进化史。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

导，是新时代民族理论发展的政治保障，也是

做好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民族理论

是政治性理论，必须从政治高度明确理论方向

和政策尺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理论体系的

顶层设计者，深刻把握不同时期民族理论的时

代特征和本质内涵，探寻解决民族问题的最优

路径，经过百年接力探索，实现了民族理论的路

径化与具象化，并将其贯穿于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设的全领域与全过程，推动着新时代民族工

作高质量发展。

在新时代民族理论发展中坚持党的领导，

就是要从全局战略高度确保民族理论的政治方

向，建立健全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体制机制，充分利用党的政治整合优势达成

多元主体的价值共识，以党心聚民心，把党的理

论自觉有效转化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动力，

有效避免宏观民族政策的边际递减效应，激活

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时代基因。同时，民族理

论创新发展依靠党组织的政治凝聚力和社会号

召力，以政策引导和法治规范的形式将民族理

论的价值内涵转化为行政主体的服务理念，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统筹协调作用，在

处理民族事务中培育现代治理观念。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的演进历

程，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党解决民族问题的

历史使命和理论内涵。每个阶段都伴随着对民

族理论的认识深化与民族工作的实践要求，而

以人民为中心则是民族理论发展一以贯之的时

代主题。中国共产党继承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

的思想精髓和理论原则，始终将“人民”镌刻于

民族理论探索的细枝末节，将忧民、爱民、为民

的赤子情怀和庄严承诺融入初心与使命。在革

命时期，通过土地革命和农村包围城市策略来

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与信任；在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不断提升各族人民在社会发展与时

代进步中的切身体验；在新时代，以人民美好

生活向往来统合民族政策、社会公平与民众诉

求。总言之，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民族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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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核心理念。

人民既是理论的创造主体，也是理论的价

值主体。各族人民的福祉利益是检验民族理论

的最佳方式，能够从微观层面折射出民族理论

的实践效度。因此，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

念内嵌于民族理论创新发展中，合乎时代潮流、

顺应人民意愿，以理论共识强化情感共鸣与心

理联结，提炼各族人民的理论共识点。始终牢

记依靠人民实现发展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

理论原点，在民族理论探索中画出各族人民守

望相助的最大同心圆。新时代民族理论的逻辑

框架应致力于建设各族人民共同向往的美好社

会，将民生改善熔铸为民族理论发展的内源性

动力，在广泛的价值认同中创设各族人民共同

向往、充满温情的共有精神家园。

（三）坚持实事求是与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体系是理论演进

和实践变革之间彼此印证和相互推动的产物。

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实事求是和开拓

创新。实事求是作为开拓创新的基础前提，开

拓创新则是实事求是的延伸拓展，二者辩证统

一，缺一不可。“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

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4](633)，统一多民族的

基本国情、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

民族理论演进的价值准绳。党在民族理论探索

中始终秉持科学态度和革新精神，因时求新，

因地制宜。通过深入民族地区的大量实地调

研，在应对各阶段民族工作面临的新问题与新

情况中培育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理论自信的

底气来源，积聚成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股肱之力，使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

族观和历史观。

新时代召唤新理论。唯有变化才是永恒不

变的时代主题。当今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应具备宽广的国际视野、睿智的全球思

维和深邃的世界眼光，在乱云飞渡的复杂局势

下保持战略定力和理论自信，以永不懈怠的创

新精神状态迎接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民族理论应着力于从’求变’到’求治’，逐步

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16]，应积极响应全

面深化改革的总要求，构筑起契合新时代语境

的现代治理体系，以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提升

民族理论效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样需要国

家制度和民族理论的持续供给，将制度理念、

组织架构和治理实践归置于民族理论的基本原

则，系统阐释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最本质内涵，实

现民族理论话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不断探寻民族理论话语的新时代解释力。

（四）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价值引领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的演进契合于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在百年民族理论探索的

历史链条中也从未中断。民族问题属于社会总

问题的一部分，而社会总问题又内含于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众多事项之中。因此解决民族问

题便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重要环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斗的历史主题，宏大的民族叙事为把握解决民

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提供了历史契机”。[17]党在

民族理论的初期探索中便将实现民族解放与独

立作为使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中充满着“反

帝”“抗日”等革命元素，中华民族复兴的火苗

也在革命斗争中逐渐被点燃。新中国成立实现

各族人民的当家做主，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确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航向。改革开放坚

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极大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

经济发展，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阔步疾

驰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快车道。新时代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团结梦和发展梦成

为民族工作两件大事，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宏

愿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振臂欢呼之前更

应加倍努力和保持理性，尤其要时刻关注国内

外民族问题的基本态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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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18]中国共

产党百年民族理论体系应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特征和统一多民族的基本国情，循着民族平等

与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保证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方向。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

宗旨不仅要带领各族人民“强起来”，更要将他

们“聚起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汇集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不断

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包容性和时代

性，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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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Achievements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Ethnic The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Century

LI Wei
Abstract: Ethnic theory is the action guide of national ethnic work practice. In its centennial exploration, 

the CPC has explored a complete system of ethn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PC has 
made remarkable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In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 it ha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essenc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Marxist ethnic theory, and created a new realm of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t ethnic theory; at the discourse expression level, from emphasizing “pluralism” 
to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unity”, emphasizing the modern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discourse 
style, and constantly innovating the expression of the core meaning of ethnic theory; at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rovide Chinese solutions to the world’s ethnic issues, the centennial development of the CPC’s 
ethnic theory has accumulated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ll these provid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thnic work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thnic theory; ethnic issues; centennial exploration;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