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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营造少数民族青少年积极学习本族语的氛围，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

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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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文章】 

中国的大西北问题 
《联合早报》2019 年 4月 9 日 

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90409-947054 

郑永年（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近来面临全方位的国际环境变化，涵盖了经济贸易（如和美国的贸易摩擦）、国防安全

（如台湾、南中国海和朝鲜）和内部稳定和安全（如新疆问题）。新疆问题尤其突出，似乎整个

西方世界（无论是政府、非政府组织还是媒体），就中国政府处理新疆问题的方法提出质疑、挑

战和挑衅。 

实际上，新疆问题不止局限于新疆，而只是中国大西北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新疆问题自然

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政府不得不下大决心来控制局面和解决问题的程度了。

尽管没有多少人会否认解决新疆问题的重要性，但解决问题的方式极其重要。 

如何解决问题？这首先要认识到这些问题如何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严峻局面。从问题产生和恶

化的路径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式。新疆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上世

纪 80 年代以来连续不断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造成这些变化有诸多根源，但如下几个是很显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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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问题的诸多根源 
 

首先是 1980 年代实行的被人们称之为“自由化”的政策。为了纠正之前在民族地区实行的

极左政策，1980 年代开始在包括新疆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新的宽松政策。新政策的意图是

好的，主要是为了促进民族地区各方面的发展，通过发展来维持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赢得民族地区

的信任。不过，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马上演变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因为一到地方，新政策往往被

理解成为政府从各方面“退出”民族事务，尤其是宗教事务。在西方，“自由化”往往被理解成

为在一个领域政府规制的减少，让市场和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在 1980 年代的中国，人们对此并没有深刻理解。“自由化”在一些方面被理解成为政府

的“退出”，这就造成了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尤其表现在新疆等穆斯林（回教徒）地区清真

寺（回教堂）的泛滥。直到今天，这些地区清真寺的数量（就人口和清真寺数量的比例来说）远

远超过中东一些穆斯林国家，包括沙特和土耳其。在清真寺建设方面，世界上很少有像新疆那样

长期处于毫无规划的“自由”状态。这种没有规制的发展自然造成了混乱，但如果要重新规制起

来，就必然造成巨大的反弹。（当然，这也表现在其它一些地方，例如教堂建设。） 

第二，90 年代之后的市场化对民族地区的冲击。90 年代实行大开放，在民族地区发生了巨

大的内部变化。简单地说，计划经济的解体导致了在计划经济状态下初步形成的多民族共同体的

解构。现在学术圈所讨论“民族建构”，实际上发生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尽管这种“建构”

并不是有意识的和主动的，但很多政策在实际层面起到了“民族建构”的效应。最显著的是住房

政策。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住房是国家分配的，开始出现多民族混居小区，至少在城市是这样

的。医疗和教育制度（尽管是低度的）的确立也象征着国家权力深入民族地区的社会基层。 

但市场经济时代来临之后，计划经济不再有效，也失去其“合法性”。这立刻导致了雏形的

多民族共同体的解体。现在的民族地区，各民族趋于“分离”状态。自然的“分离”状态很容易

产生各自的认同，而没有共同的认同。不仅如此，而且往往在民族之间互相敌视。在新疆地区，

从前跨民族婚姻被视为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但今天这种婚姻被视为是对本民族的“背叛”。这就

是今天的状态。 

自由化也表现在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在文化教育交流方面，政府往往只出宽松的政策，但

缺少足够的财政金融的支持，因此学者和学生“走出去”之后，就自由地寻找支持的资源。在这

样的情况下，他们很自然地就到了那些能够提供给他们资金的国家。沙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新疆瓦哈比主义盛行和这种“走出去”密切相关。一些学者和学生在沙特等地接受了激进思想之

后，自己激进化，也教育和鼓励其他人激进化。他们回到新疆之后，往往成为激进思想的“启蒙

者”和传播者。 

第三，巨大的内部变化更表现在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的变化。此前，政府通过各种

方式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口，在新疆主要是通过新疆建设兵团制度。一国之内的人口流动

纯属自然，既要容许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到汉族地区，也要容许汉族人口流动到少数民族地区；如

果没有这样一种流动，那么显然就是民族“隔离”政策。这种人口流动在有效促进民族地区的社

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是民族融合的前提。 

但今天的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族人口大量减少，汉族在新疆已经成为少数民族。这是

由几个因素造成的：一、少数民族地区不平等的人口政策，即汉族只能生一个，而少数民族则可

以多生；二、大量汉族人口离开新疆，尤其是建设兵团的后代，大多子女离开新疆，返回内地就

业和生活；三、民族地区环境的恶化，阻碍着新的人口的进入。今天，除了一些到民族地区经商

的少数人，很少有人愿意居住在民族地区。 

第四，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强化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民族认同。非常荒唐但又合符逻辑的一件事

情是，那些本来没有“民族建构”的政策（例如上述住房分配政策、医疗和教育）导致了实际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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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民族建构”，但那些意在“民族建构”的政策反而走向了反面，即导致了民族的“分隔”。

在逻辑层面，这也很容易理解：凡是具有普适性的政策导致融合，凡是具有特殊性的政策导致分

隔。最主要表现在民族鉴定政策和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上。 

中共早期接受了斯大林的“激进”民族定义，进行民族识别，最终在初步识别的 200多个民

族中鉴定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 55 个少数民族。在民族鉴定之后，政府又对少数民族实行远较汉

族优惠的民族政策，体现在各个方面。不平等的民族政策自然会导向民族的分化，不同的认同就

是其中一类“分化”。 

不平等的政策也使得民族问题变得更加敏感，从高级官员到普通地方民警，大家谁也不敢正

视和处理民族问题，因为一旦处理不当，就会演变成国家层面的政治大问题。这有点类似盛行于

西方的“政治上正确”。地方执行层如此不负责任，往往导致民族地方的“放任自由”，很多问

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累积起来，随时都可以爆发出来。 

第五，整个西北地区的“泛穆斯林主义”。新疆、宁夏和甘肃等省是中国穆斯林主要居住地，

尽管这些地方存在的问题不同、问题的根源不同，但都表现出“泛穆斯林化”。泛穆斯林化主要

由三种力量推动。一是外部全球化，中国是全球范围内的泛穆斯林主义的一部分。近 20 年来，

穆斯林作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大发展。在信息化时代，中国也被深度整合进全

球穆斯林化进程之中。其二是内部政治驱动力。 

在泛穆斯林主义时代，穆斯林人口的宗教认同得到了强化，甚至转变成为政治认同。无论是

宗教认同本身还是基于宗教之上的政治认同，都会和世俗政治认同发生矛盾和冲突。其三是市场

驱动力。这些年，中国的清真食品满天飞。尽管从商业利益的观点看，无可非议，但这种商业行

为（加之社交媒体）也有效建构和传播着穆斯林认同。这不仅表现在一般社会商业层面，也表现

在大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甚至政府单位。 

第六，“一带”所带来的新风险。从秦始皇到明代，中国的长城文化源远流长。近代以来“长

城文化”被视为是保守封闭，但现在看来需要对之重新思考。总体上说，“长城文化”是一种防

御政策，意图把中国不能消化的“邪恶”力量挡在国门外。很简单，无论从宗教、民族、地缘等

几乎所有因素来看，中国很难消化西边的问题。过去几十年，在西边实行开放政策。现在的“一

带”也在有效促成西边的大开放。尽管在国家议程意义上西边的开放非常重要，但也必然对大西

北民族产生重大的影响。长期以来，西边几种力量此消彼长，但一旦这些力量融合起来，就会造

成巨大的能量，使得中国难以抵御。 

这些力量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势力。一、内部的东突运动。这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越来越甚。二、

中东局势的影响。中东从来就是一个乱局，现在随着美国势力的消减，这个地区正在处于一种无

政府状态，失败国家越来越多。三、土耳其“帝国梦”的努力。土耳其加入“北约”的失败或者

“北约”整合土耳其的失败，正在促成土耳其本身的“帝国梦”。尽管现在的土耳其政府为了

“方便”，和中国比较友好，但这种“友好”显然没有多大的社会基础。从社会基础面来说，中

国和土耳其的冲突不可避免。四、美国西方的影响。近代的西方和今天的美国一直把中亚视为其

地缘政治的核心利益。一旦西方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他们必然会把重点置于中国的大

西北。五、俄罗斯的影响。中东和中亚一直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现在俄罗斯和中国双边关

系良好，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被遏制下去，但并不能保证这种情况能够永恒。

从历史经验看，俄罗斯随时都会把重点置于这个区域，从而和中国发生冲突。无论怎样，一旦这

些外在因素发生变化，都会对内部的东突运动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 
 

中国应付复杂局面的方式 
 

中国应当如何应付这种复杂的局面？如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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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今天在新疆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自然有其不同的议程在背后。不过，中国简单的反击其实

也极其无效。例如，中国说西方在反恐问题上持双重标准，但这是老生常谈，没有任何说服力，

因为“双重标准”是“人性”使然。相反，中国可以根据西方提出来的问题，反思如何把新疆和

大西北治理得更好。在新疆和大西北，必须把发展和反恐区别开来。 

恐怖主义自然要影响发展，但必须把发展和反恐两者分离开来处理。因为反恐的需要，中国

需要对少数极端分子进行管治，西方也是这么做的。不过，对其他人员（尤其是那些问题不严重

的成员）需要采用其他办法。工作技术培训极其正常，帮助人们学习语言或者技术是为了个人发

展，尤其是就业。但对恐怖分子和需要工作培训的这两类人，绝对不可混合在一起。这里的问题

不是做不做，而是如何做的。在新疆和大西北问题上，需要更为专业化的政策。 

政府需要尽快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平等的政策。在民族地区，所有民族包括汉族在内都应

当享有同等的权利。 

在宗教事务上，应当尽快建立规制型政府，以便从现在的政治管治转型到法治。这方面，中

国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西方名义上有宗教自由，但在具体管理方面有非常严格的规制。新加坡

处理得更好。甚至中东国家本身如何规范清真寺的建设也是可以学的。 

在融合政策方面，政府需要减少凸显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即优惠政策），而大大强化

具有普适性的社会政策，即有利于“人人平等”的政策。社会政策最主要包括社会保障、住房、

教育和就业等。这些普适性政策的推行有利于民族的融合。 

在对外方面，重新思考“长城文化”。“长城文化”体现的是大西北的防御性。尽管西北的

开放势在必行，但需要完全摧毁“长城文化”吗？如果这样，替代的防御机制又是什么？如何防

止中东激进力量的大规模进入？如何防止上述诸种地缘政治力量聚合起来对大西北构成威胁？

从这个角度来说，推动“一带”宜以在商言商为原则，如同古代，“长城文化”并没有妨碍“丝

绸之路”的进行。 

不管怎么说，大西北是中国半壁江山。西北的问题是人们不得不思考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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