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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经验与思考 

李　波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１）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大背景下，贵州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断完善党的民族政策，
促进经济发展，拓宽民族利益诉求渠道，培育各民族共享文化，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进一步推进贵州和谐民族关系构

建，需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的干扰，消解民族文化渗透与融合过程中的负面影响，促进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预防和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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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贵州省用
了６年的时间，“在取得清匪斗争胜利和疏通民族
关系的基础上，又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逐步推行民族

区域自治政策，胜利完成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少数

民族内部的各种剥削制度和落后制度，使各少数民

族劳动人民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完成了民主改革

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

义道路。”［１］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贵州始终朝着构

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方向前行。然而，在文

革十年期间，“贵州民族关系处于濒于全面崩溃的

境地，民主改革后建立起来的新型民族关系呈现几

乎完全断裂的状态。”［２］２文革结束后，全国民族工

作进行了拨乱反正：１９７８年４月，中共中央主持召
开了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在会上，乌兰夫同志代表

党中央所作的报告指出：“必须坚持民族关系与民

族问题长期存在的观点，社会主义阶段，是各民族

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时期”；１９８４年４月７日，中
共中央转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各民

族的存在是千百年历史形成的，在今后很长时间也

将继续存在”；［２］２同年１２月，全国民族政策宣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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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并形成了纪要。贵州省根据上

述会议和文件精神，结合贵州实际，加快民族工作

的拨乱反正进程，促使民族关系走上了健康发展的

轨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了发展和完善；鼓励

各少数民族参政议政，如今少数民族代表占贵州省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比例为４０％左右；长期以来，
贵州始终把民族自治地方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

“全省５０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中，民族自治地方３６
个，占７２％。仅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民族地区共减少农
村贫困人口１１８万人，贫困发生率从３０．３５％下降
到２１％ ，安排民族地区财政扶贫资金３１亿元，占
全省的６４．８５％。”［３］贵州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优
秀文化，为民族团结提供了精神纽带作用。

　　一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
经验

　　 经过３０多年的民族工作实践，贵州省积累了
丰富的民族关系构建经验，为今后贵州民族关系朝

着更加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主要有下述经验：

（一）不断完善党的民族政策：可靠保障

民族政策即国家或政党处理本国民族关系的

手段和方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根据国内民

族关系发展状况和自身角色的转变，从照搬苏联

“民族自决”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转化，不断

完善自己的民族政策。文革结束后，在全国民族工

作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贵州根据本省实际，认真

贯彻和重申了党的民族政策，平反了一大批冤、假、

错案，为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爱国人士恢复了名

誉，使他们在政治上重新得到党的信任和重用；反

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坚持各民族之间一

律平等的原则，促进民族团结；恢复和建立了民族

工作机构，如贵州省民委和各级民委相继恢复或建

立，三都等十几个县的民族工作机构也得到了恢

复，还在“老、少、边、穷”地区建设办公室，成立了省

委民族工作领导小组；［２］４２５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

习惯和生活方式，尊重和保护各少数民族使用本民

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为他们创造传播语言文化的良

好环境；选拔和配备优秀民族干部到各级党委政府

任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各少数民族上

层爱国人士能够为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服务。正

是在这种氛围中，贵州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和睦相

处、互帮互助、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当前，贵州地

区的民族关系总的来说是和谐、健康的。但一些不

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始终存在，威胁着民族关系和谐

健康地向前发展。老子曾说：“祸者，福之所依，福

者，祸之所伏，此所谓祸福相依”，因而贵州必须要

有忧患意识，越是处于好的环境，越要居安思危。

最可靠的办法还是贵州根据本地实际，不断完善党

的民族政策。

（二）不断促进经济发展：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只有解决了生存需要，

才能从事诸如政治、艺术、教育等活动”，因而，只有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

平，平等、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才能有坚实的物质

基础作保障。各种历史原因和自然因素导致贵州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十分落后。千百年来，贵州各

民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很大程度都是为了解决吃

饭问题。改革开放后，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以及贵

州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贵州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

发展，每年的国家财政预算里有大量资金用于支持

贵州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对口支援机制得到确立。

这样，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取得了重大发展：“据统

计：全省民族自治地方生产总值由１９５７年的１２．４
亿元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９０７．６２亿元，民族自治地方
财政收入由１９５７年的０．６亿元增加到２００８年的
１１４．４５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２４５３元”；［３］民族
地区的产业结构有了较大的发展：“纵向比较，３个
自治州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第一产业的比重都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下降最大的是黔西南州，由５７．０％降
到３８．９％；第二产业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黔西南
州增加了近２０个百分点，发展相当快。”［２］４２７这些
年来，由于各民族的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联系

加强，民族关系也就融洽了许多。一些之前难以解

决的民族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就有了雄厚的物

质基础作后盾。但跟全国相比，贵州民族地区还存

在巨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

占据着主导地位，工业基础还很薄弱，服务业发展

缓慢。要想民族关系更加和睦，更加健康地发展，

就必须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２８



李　波：贵州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经验与思考

（三）不断拓宽民族利益诉求渠道：有效手段

事物的质变必须经过量的充分积累才能实现。

所以说，民族矛盾的激化通常是民族间的利益问题

没有得到有效处理不断累积而成的。而拓宽利益

诉求渠道正是化解民族矛盾的有效手段。随着市

场经济的快速推进，贵州民族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

在经济利益上的纠纷及由此造成民众对政府官员

的不信任感增强。贵州民族地区地下资源十分丰

富，但资源是国有的，普通民众没有开采权，政府在

开采这些资源的过程中，常常忽视当地民众的利

益，使他们在这些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得不到实惠。

政府官员却在在金钱的驱使下，利用手中的权力，

与不法商人勾结在一起，为他们牟取暴利大开方便

之门。与此同时，贵州有些民族地区的不同民族或

同一民族的内部，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划分边界，争

夺山林、水源、草场等事件中，常常发生冲突甚至恶

劣的斗殴。这些，都严重地破坏了民族团结，恶化

了民族关系。为了化解民族之间的矛盾，使政府和

官员能够听到民众的心声，贵州相关职能部门开辟

了包括网络、电视、报纸、领导信箱等利益诉求渠

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社会的急剧发展，民

众的利益需求呈现多元化，由此引发的矛盾和问题

必将增多，只有不断创新和拓宽民众的利益诉求渠

道，让民众的利益诉求得到很好的解决，国家才能

长治久安，贵州各民族才能和睦相处。

（四）不断培育各民族共享文化：精神纽带

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最主要特

征，是联系本民族成员的精神纽带，维系着社会的

团结和稳定。一个民族丧失自己的文化，那么它离

灭亡就不远了。文革结束后，贵州省委省政府采取

各种政策措施，努力消除极“左”思想对各民族的优

秀历史文化的践踏，因而各种风俗习惯和文化活动

得以重见天日，走上前台：许多优秀的民族古籍资

料得到系统的整理，民族歌舞、节日文化、工艺美

术、传统体育得到发扬光大，全省经常组织各层次

的文艺调演，刺绣、蜡染、金银加工及相关美术工艺

等也早已走向世界。这一系列活动促使各族人民

加深了了解，增强了联系，丰富了各族人民的文化

生活。此外，尊重和保护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

字的权利和自由，采取特殊政策，促进民族地区文

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建立民族中、小学校，在一些

条件较好的中、小学设立民族班，发展民族基础教

育；建立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民族高校，开设

民族预科班；在高考中，对少数民族考生采取降分

录取、放宽录取标准，为了使边远地区的孩子能上

大学，坚持执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招考政策；根

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在小学阶段实施汉语和本民族

双语教学。上述做法无疑给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

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改革开放后，市场经

济得到了深入发展，打破了地域限制，各族人民交

往频繁，联系加强了，彼此之间加深了了解，在汲取

各民族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培育出了各民族的共享

文化，这对构筑健康和谐的民族关系起到了精神纽

带作用。在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诸多因素中，共享

文化最具稳定性，展现的能量也更大，因此在今后

的民族关系构建中，要十分注重共享文化的培育。

（五）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强力支撑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自治，切实保

障各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实现是中国一项具有特

色的民族政策。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

如今有１７个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居占贵
州总人口的３７．８５％”；［２］４４４“民族地区土地面积为
９．７８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５５．５％。”［４］历
史上，封建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残

害贵州地区各族人民，民族之间隔阂很深，民族关

系十分紧张。新中国成立后，努力废除旧社会的民

族政策，虽然文革期间，贵州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遭到严重的扭曲，但贵州的民族关系始终是朝着建

立民主、平等、团结、和睦的新型民族关系方向前

进。自１９５６年７月至１９８７年１１月，“贵州省先后
成立了黔东南、黔南、黔西南３个自治州和威宁、松
桃、三都、镇宁、紫云、关岭、玉屏、印江、沿河、务川、

道真１１个自治县；此外，还建立了 ４５４个民族乡
（镇）。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５５．７％；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口占全省的总人口的
４１．２％。”［５］各少数民族自此就有了自己的民族自
治区域，翻身做了主人，自己能够管理本民族的事

务，锻炼了自己的政治品格和政治能力；各少数民

族主人翁意识得到了加强，对政治权利的渴求也得

到了满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族间的冲突和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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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有了制度性

规范，不会出现人亡政息的情况，自治政府任何领

导人必须严格依照制度办事，这就从制度上保护了

少数民族切身利益。最重要的是，由于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的认真贯彻执行，贵州各少数民族对国家的

认同感不断加强，民族关系融洽，各民族间联系非

常紧密，族际通婚现象随处可见。省委省政府坚持

一切从贵州实际出发，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不但使各少数民族群众摆脱了旧社会民族压迫

和剥削的悲惨境遇，翻身做了主人，拥有广泛的权

利，享受着国家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和扶持。因

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贵州构建和谐健康的民族

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二　进一步促进贵州和谐民族关系的几点
思考

　　在总结经验的同时，也不免引起了对一些影响
民族关系的因素进行思考。改革开放以来，贵州民

族关系总体上说是和谐的，并将继续朝着好的方向

发展。然而，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始终影响着

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

（一）警惕极端民族主义的干扰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各种矛盾和冲突影响着世

界的和平与发展，尤其是极端民族主义盛行。世界

上的很多热点问题都跟民族问题有直接的关系，例

如，巴以问题、科索沃问题、俄罗斯车臣问题。在国

内，极端民族主义最典型的就是疆独、藏独的分裂

活动。虽然贵州的民族关系从整体上来说是和谐

的，并将继续朝着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方向发

展。但在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之

间在政治上也会产生一些小矛盾小冲突。而各种

反华势力与国内的民族分裂势力就会利用这些小

冲突小矛盾做文章，肆意扩大化，鼓吹分裂和独立，

从而使贵州地区民族关系紧张、互不信任，引发社

会动荡。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贵州几十年来构建和

睦共处的民族关系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所以，贵

州省一定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的侵扰和破坏，采取

有效措施慎重处理民族之间存在的问题。

（二）消解民族文化渗透与融合过程中的负面

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各民族冲破封闭狭小的地

域限制，跟其它民族交往和接触频繁。在交流过程

中，生产工具、建筑、饮食、服饰、娱乐方式等表层文

化，最容易发生嬗变。随着这种交流的深入，也必

然会导致民族间的融合与同化，在此基础上产生新

的的共同的文化和意识。这虽然对构建和谐的民

族关系产生积极作用。但是，各民族的文化在交流

与融合当中，所处的地位和影响是不一样的，先进

民族或主体民族的文化往往占主导地位，不断和自

然地同化弱小民族，这就引起了民族认同感较强的

群体对于本民族文化被谈化和削弱产生深深的忧

患和思考。以贵州斗里乡地区为例，虽然这里的民

族关系总体上比较融洽，然而这里的居民对外多认

为自己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族内通婚比族际通婚

多，民族认同感强，尤其是老年群体比年轻群体、文

化程度较高的群体感比文化程度低的群体强。一

旦民族关系趋于紧张，“民族群体则更有可能对文

化交流和渗透持怀疑、抵触、反对或蔑视的态

度”，［２］４４７形成比较强劲的地方民族主义势力。为

了消解民族文化渗透和融合过程中的负面影响，贵

州既要鼓励各族人民相互接近，加深了解，消除彼

此间的隔阂；又要尊重各民族文化自身发展规律，

引导它们与社会主义和时代发展相适应。

（三）促进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

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

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贵州民族地区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较改革开放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跟非

民族地区相比差距还非常明显：“从２００８年贵州省
各地州农民纯收入来看，贵阳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４８１８元，黔东南、黔西南、黔南三个民族自治地区
农民纯收入分别为２４５０元、２４４５元、２８２６元”［６］；
“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民族乡的学校、卫

生院设施和经费短缺，学校缺教学设备，实验室、微

机室无从谈起。”［４］在当代中国，民族之间的矛盾和

冲突的主要原因已不再是政治上的因素使然，而是

集中体现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少数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上。如今，贵州民

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已经到了较严重

的地步，违背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初衷。对此，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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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要统筹和促进民族地区与非民

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避免因发展不平衡

引发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影响和谐民族关系的

构建。

（四）预防和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

贵州根据本地实际，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大大地保障了各少数民族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的实现。如果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贯彻不到位，也会促使各少数民族

只关注本民族区域的利益，从而形成浓厚的地方保

护主义色彩，这显然跟改革开放的时代发展要求是

背道而驰的，也违背了国家政策的初衷。贵州各少

数民族传统封闭的思想文化在本能上就排斥跟外

界交往，拒绝接受外来先进思想观念和商品经济运

营模式。可现代市场经济天生就具有强烈的开放

性、竞争性等特性，两者之间的不相容和产生冲突

具有某种必然性。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冲击当地

少数民族传统的思想文化和既得利益，民族区域自

治也就成了他们抵制市场开放和流通的武器。例

如，“在贵州与广西的经贸往来中，广西壮族自治区

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存在不同程度的地方保

护主义。”［７］一旦民族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过度膨

胀，不但严重阻碍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

的发展，影响他们综合素质的提高，而且会消解各

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南斯拉夫和苏联之所

以解体，与它们过度注重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消

解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是分不开的。因而

贵州民族地区必须认真贯彻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坚决反对地方保护主义，以开放和自信的姿态迎接

各种挑战。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在构筑平等、团结、

共同繁荣、和谐的民族关系上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深深体会到：不断完善党的民族政策是构建和谐的

民族关系的可靠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是构建和谐的

民族关系的基础，拓宽各民族的利益诉求渠道是构

建和谐民族关系的有效手段，在充分尊重和发展各

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培育共享文化是构建和谐

民族关系的精神纽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构建和

谐民族关系的强力支撑。这些经验不但对继续推

动贵州民族关系朝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具有巨

大的启示意义，而且也为全国其他地区解决民族问

题提供了借鉴。当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一些

影响贵州和谐民族关系的因素也引起了我们进一

步的思考：即应警惕极端民族主义的干扰，消解民

族文化渗透与融合过程中的负面影响，促进民族地

区与非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预防和遏制

地方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以促进贵州和谐民族关

系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１］贵州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上册

［Ｍ］．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２：５－７．

［２］杨倡儒，孙兆霞，金燕．贵州民族关系的构建［Ｍ］．贵

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刘继昌，刘勇，李俊伟．论６０年来贵州民族关系的发展

及趋势［Ｊ］．贵州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１）：７０－７６．

［４］贵州省技术经济研究会．贵州省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研究［Ｃ］／／贵州省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论坛文集．贵阳：内部资料，２００９：５－１８．

［５］何仁仲．贵州通史：５卷［Ｍ］．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２００２：３４６－３４９．

［６］石晓岩．贵州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Ｃ］／／

贵州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贵阳：内部资料，

２０１１：２００－２０３．

［７］金炳镐．新中国民族理论６０年［Ｍ］．北京：中央民族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４８９．

责任编辑：骆晓会

５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