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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但是，我也读到一些精彩的好文章，作者踏踏实实地讨论问题，引证了许多别人很少注意

但十分重要的史料。我以前不认识熊芳亮，而是从《中国民族报》上读到他写的“国民党一大宣

言及其对民国民族政治的影响”、“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等文章，

感到他对文献和史料的发掘和独立思考超过我以前读过的相关文章。因为我自己是没有读过《国

民党一大宣言》的，更不了解孙中山和苏俄顾问鲍罗廷之间对此的争议，读后觉得很受启发。熊

芳亮是一位国家民委机关的年轻公务员，并不是大学的专业教师或研究机构的研究员，这就更为

难得。从他的身上，我也看到了踏踏实实读书、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一代年轻学者的影子。 

从 2012 年开始，我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编辑《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先后已

经出版了十几本。当熊芳亮提出希望我为他的《从大清到民国》这部书稿写一篇序时，我不仅欣

然同意，而且建议他把这部书稿放到这个丛书的系列里。我认为这是一本在历史文献方面认真下

了功夫的研究成果，从 1912年到 1949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持续动荡，这部书稿特别注

意以形势变化为历史背景来分析孙中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概念、民族理论、

民族制度设想的演变历程，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当然，在部书稿中应用的一些概念和从文字解

读中引出的一些因果关系是否适当，对一些历史人物“民族主义”思想的概括是否准确，这些都

是可以在今后进行讨论的。我想任何研究成果也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以及进一步完善的空

间，但是我们需要对年轻人认真做学问的精神给以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民国时期的国家思想史、民族概念史是中国历史转型期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决定了“国

家”和“民族”之间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和政治冲突中，各政党

和重要学者的民族理论、民族政治纲领如何演变，这些历史的梳理更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者必须

关注的研究专题。我相信关心中国民族问题的人在阅读这部书稿时一定感到有所收获。 

上面写的这些话，就作为这本书稿的序言。 

 

 

【短  文】 

21 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人才工程建设1 

 

马戎 

 

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说到底是全体国民的人的发展，是人们思

想观念、道德伦理、知识体系、行为能力的全面发展。在各学科各专业已经高度快速发展的今天，

相关人才的培养，主要是依靠系统的正规学校教育来完成的。中国如果希望在 21 世纪发展成为

一个真正的富强之邦，各项事业所需人才队伍的设计与建设应当被看作是国家发展中最为重要的

一件事，是中国社会发展顶层设计的核心内容。 

既然未来中国这个大厦是靠无数栋梁之材来支撑的，我们就需要对中国未来的人才队伍培养

计划及其结构设计好好动一番脑筋。中国未来人才队伍的结构设计有几点是必须关注的。 

第一是人才来源地的区域结构。从当年胡焕庸的“黑河-腾冲线”的分野来看，我国 94%的

人口居住在占全国国土 43%的该线东南一侧，仅 6% 的人口居住在占国土 57% 的西北一侧。这

一人口分布格局是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过去的交通运输工具落后所导致，并与物产与经济活动的

分布格局密切关联。自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本世纪初实施“西部大开发”发展战

                                                        
1 本文以“人才结构平衡亟需顶层设计”为题目刊发在《环球时报》2016 年 1 月 13 日第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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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以来，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资源开发能力和对外交流发展态势正在迅速改变这一传统的

经济格局。全国经济正在真正发展成为“一盘棋”。目前人才最稀缺的地区，恰恰是西北地区。

如果我国各大学里培养的人才绝大多数来自东南部地区，他们既不了解西北地区，对西北地区也

没有“乡土之情”，那么，西北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怎么会不出现人才奇缺的现象呢？所以，中

央政府需要从宏观上对全国大学生的招生来源地进行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设计一个如何在东南

和西北地区之间保持适度平衡的结构。如果西北地区的考生成绩普遍偏低，为此必须实行某种优

惠政策，这也是从全局出发而必须考虑的。而且，区域间学生的成绩差距恰恰就是中央政府应该

大力加强西北地区中小学教育、提高学生竞争力的最强有力的理由。 

第二是人才来源地的城乡结构。现在城市中小学教育质量普遍明显高于乡村学校。假如我国

大学生特别是重点大学的学生们主要来自城市特别是大都市，他们当中许多人既不了解乡村也不

关心乡村，毕业后都留在大城市就业，那么，我国广大乡村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现代农牧渔林

业的发展和建设将主要依靠这些农村出身的学生来实现吗？温家宝总理前些年曾经关注过北京

大学农村生源比例下降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国未来城乡一体化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大事。只有

逐步拉近城乡差距、特别是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在师资队伍和教学质量方面的差距，才能实现中

国的整体腾飞。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大学生和人才队伍来源的城乡结构仍将是中央

政府必须关注的一件事。 

第三是人才的专业结构。一个国家人才队伍的专业结构必须与国家各行各业长远发展的人才

需求相适应。这里可能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某种惯性作用，现有学校师资队伍和课程体

系是否能够及时根据形势发展对师资队伍和课程体系的专业结构和教学内容做出必要调整更新

的问题。因此，大学必须保持教师队伍的不断更新，保持课程体系随社会发展、科技发展的与时

俱进。二是随着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出现了许多全新专业领域和原有学科的交叉领域，

我国的专业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必须把这些最新的发展趋势考虑在内，需要建立一个学

科专业调整、课程体系内容更新的常态机制。 

第四是人才队伍的族群结构。我国有 56 个民族，其中有 5 个人口超过千万，另有 14 个人口

超过百万。我国目前人才队伍内部可根据掌握的专业知识与发挥作用分为顶级、高级、中级和初

级人才四个层级。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在我国这个金字塔式的人才队伍结构中，目前各层级人才

的族群结构究竟是怎样的？我国各民族在人才队伍结构中各自处于怎样一个相对位置？这个位

置与各民族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是否大致相当？我们认为，全国人才队伍中的族群分层结构

是体现我国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从目前我们对一些重点大学的调查结果

来看，维吾尔、藏等族学生所占比例远远低于这些民族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我国少数民族大

学生目前主要还是集中在各民族院校和自治区所属大学读书，所学专业多为人文学科（语言、历

史、民族学等），学习自然科学（数理化等）和社会科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的很少。

这样的就读学校层级和所学专业的结构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在国家整体发展、家乡现代化进程

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无疑具有一定的影响。从维护国家统一，加强四个认同的长远目标来看，这一

现象需要尽快扭转。 

惟有在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中兼顾地域平衡、城乡平衡、族群平衡和专业创新这几个因素，中

国在 21 世纪的崛起与繁荣才可能是全面、均衡和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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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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