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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 1 

 

马  戎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是习主席给民族理论界提出的重要任务 

2019 年 9 月习主席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讲话中明确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做好各项工作”。这是中央确定的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方向，列入 2020 年政

府工作报告。但是在明确了主线和方向后，我们仍然需要有一套系统的民族理论对这条主线予以

阐述和说明，以便将其全面落实到我国民族工作各领域的具体实践中；需要编写相应的学校教材，

把这些理论知识传递给年轻一代。在这个方面，习主席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

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民族问题研究者肩负的一项历史性

任务。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民族工作的具体制度政策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联民族理论和政策

的影响
2
，这在 50 年代初期的国内外大环境下难以避免。经过研究机构和民族院校教师多年的努

力，我党的民族理论逐步系统化。自 1983 年国家民委教育司编写《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试用

教材）后，我国先后出版 20 多本相应教材（见附录 1），结构与内容大同小异。这个民族理论体

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斯大林民族理论（“民族”定义等）为理论框架和核心观点，同

时吸收我党多年来在革命战争年代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经验，在各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部分高校

的相关课程中使用多年。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随着时代发展，这个已成为我国政治话语传统

组成部分的“民族”理论体系与中国现实社会之间的脱节逐渐显现出来：  

1.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材仍以经典作家论述为主要内容，脱离中国国情 

经典作家特别是斯大林有关“民族”的论述一直是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科书的重要内

容。但是，马恩列斯论述民族问题时的历史场景和政治文化环境与今天的中国存在极大差异，我

国现有的民族理论和相关教材在这些方面缺乏说明和分析，无法引导学生和民众真正深刻地理解

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具体观点，并与中国民族关系现状和身边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现有的民族

理论叙述，多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摘引经典文献到引用中央文件，以此作为我党民族制度与政策

的理论基础和政治依据。研究者极少分析我国各民族的实际发展态势及其演变实况，缺乏对中国

社会的实证性调查研究和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客观评估。 

我国民族工作需要理论指导，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思考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根据社会变化而不

断改进相关制度、政策和工作方法。解放后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工作，长期沉浸在文献检索和“理

论话语梳理”中，欠缺我党在革命斗争中长期坚持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的

认识客观事物的科学精神。认识社会内部矛盾需要运用社会科学的调查方法，发现社会变化需要

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长期缺乏社会科学的学科基础，因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

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民族问题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方面，难以得到实质性进展。相关

教材基本内容几十年不变，只是随着领导最新讲话作局部补充。毛泽东同志探索中国革命的成功

                                                        
1 本文刊载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 年第 6 期，第 13-19 页。 
2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沿用着的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产生过重要
影响”（吴仕民，2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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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邓小平同志探索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道路，都是在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中走过来的
1
。中

国的民族政策如想取得成功，也必须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路，在长期深入的社会调查和

工作实践中总结和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理论。 

2. 确立我国民族关系大框架的“民族识别” 

在“民族识别”过程中，斯大林“民族”定义和民族理论被应用在 56 个“民族”层面
2
，参

照这个民族定义提出来的民族“四大要素”重新建构各少数民族，强调各民族具有不同于其他民

族的语言、居住地域、传统经济活动和共同文化心理，关注的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在

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过程中孕育凝集的共性。在这个思路指导下编写出版的 55 个少数民族《简

史》、《语言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成为我国民族研究的知识起点和各民族青年一代认识本

民族历史文化和群体关系的知识体系。这种做法实质上把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予以“肢解”，极为不利于培育和构建各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

和国家的整体认同。习主席指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但我国的民族工作多年来

强调的是“保护和发展各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而不是努力“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

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并没有在“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方面着力，这不能不说

是重大失误。 

民族识别和其他民族工作的理论基础与努力方向，与我国理论界和教科书上提出的“民族”

定义密切相关。长期以来，56 个民族与中华民族都被称作“民族”。在 2014 年中央第四次民族

工作会议前后出版的民族理论教材，出现“中华民族”一词时有几种情况：（1）介绍民国文献提

到“中华民族”（金炳镐，1984：62；等）；（2）引用毛主席语录时提及“中华民族”一词（金炳

镐、王铁志，2002：18；等），（3）“通过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有 56 个，总称为中华民
族”（布赫，2002：2；等）；（4）“组成中华民族的 56 个民族”（金炳镐，1994：373；等）；（5）
“中华民族既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又概括了中国各民族的整体认同”（江平、黄铸，1994：23；
等）；(6)“我国各民族的各自民族归属感很强，都很热爱自己的民族，都为自己民族的发展奋发
努力。同时，我国各民族又都认同中华民族，认定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吴仕民，2016：5）。
以上表述仅仅把“中华民族”作为中国人的总称，但是当这些教材开始具体讨论“民族”定义时，

则完全转为对斯大林民族定义中各具体要素（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共同文化）的详

细讨论，完全不再提及“中华民族”概念，在讨论“民族政策”时则完全聚焦于 56 个“民族”

的层面。这样的理论结构和话语体系在客观上强化了“各民族的各自民族归属感”，虚化了“中

华民族”概念，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必然导致各族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淡化。 

这即是 2001 年《民族区域自治法》修订版和 2018 年以前历次宪法版本均缺失“中华民族”

概念的理论根源。中央近期多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别强调要“增强各族群众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3. 我国民族工作长期强调的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多元”而不是“一体” 

在我国民族理论教育和各级政府民族工作中，“尊重民族差异，落实民族政策，培养民族干
部，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一直是主导性话语，强调尊重民族差异和少数民族权益，很少提及平等

公民权、公民义务和法治；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强调的是“多元”，很少谈及“一体”；

强调反对“民族同化”，绝口不提“民族融合”；个别学者甚至否认“中华民族”作为政治实体的

                                                        
1 陈云同志曾回忆道：“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
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
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
决定政策”。（dangshi.people.com.cn/n1/2020/0629/c85037-31762302.html）(2022-1-7) 

2 “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上，第一个完整科学的民族定义，是斯大林于 1913 年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
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文化）（吴仕民，2016：28）。“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沿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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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1
。这些观点和思想倾向既不符合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不符合列宁

有关“民族融合”的主张
2
，也不符合中国当前民族关系发展的主线。 

多年来，在讨论我国的民族理论和开展民族工作时，只要提到“民族”一词，人们想到的就

是“少数民族”。这个“只讲多元，不讲一体”的民族话语体系在理论宣传上把“中华民族”虚

化，在各项民族政策的社会实践中加深了各族民众之间的群体区隔，不利于加强各族干部和民众

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特别是以这一民族理论为主导的相关教材在少数民族青少年中产生一

定的误导作用，在学校教育中强化了各族学生的“各自民族归属感”，并影响他们走上工作岗位

后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这就是现有高校《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科书和中学相关教材必须

系统重新修订的主要原因。 

4. 我国民族理论与现实民族关系演变之间明显“脱节” 

自 20 世纪 90 年代直至本世纪，我国有些地区民族关系一度明显恶化，发生多起严重恶性群

体暴力恐怖事件。但是，现有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科书既不能深刻地解释这些事件发生的原

因，也没有告诉我们今后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有效地改善我国的民族关系。这表明现有民族理论

体系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之间出现严重脱节现象，已经成为阻碍落实中央提出的当前我国民族工

作主线和方向所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我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既有辉煌也有失误。工作中的失误曾出现

在经济规划领域（“大跃进”）和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毋庸讳言，我们在民族工作中也存

在失误，否则在我党全面执政、掌握党政军司法文教所有系统的形势下，一些民族地区不应该出

现如此强烈的离心倾向和严峻的社会稳定问题。建国 70 年了，我国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

民众绝大多数出生在解放后，成长在新中国，是在我党领导下的各级学校接受的教育，学习的是

政府组织编写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系统教材。我们必须承认，部分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

子和民众的本民族意识较强、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淡漠，以及部分少数民族国民在政治认同和文化

认同领域出现的严重偏差，都与现有的民族理论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

本立场和政治大方向的指引下，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系统梳理我党在民族理论建构和

民族工作实践中走过的历程，组织各民族地区的深入社会调查，总结经验教训，重新构建立足本

土、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重新编写学校教材，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青少年中

发挥政治引领的重要作用。梳理原有教材，并不是将其简单否定，而是吸取经验教训，与时俱进，

有利于在新时代更好地开展民族理论教育和开展民族工作。 

习主席提出：“我们坚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
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
正确道路”。我国的民族理论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的指导和在广泛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科学精神，提出符合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与时俱进”的民族理论体系。 

二、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 

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1.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经典作者们留下来的有关“民族”的论述

和具体观点放到他们当年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来分析和理解，分析他们的基本立场

                                                                                                                                                                       
这个民族定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产生过重要影响”（金炳镐，2012：13）。 

1 “我们也要看到在国内层次上考察民族概念时，某些学者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实体已经形成’持否定意见的合
理性和理论价值”（李贽，2016）。 

2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
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列宁，1916：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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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封建世袭专制社会制度，反对殖民主义、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等）在当时每个具体场

景和事件中是如何表达的，分析他们提出各项具体观点时的分析方法与论证逻辑。这些解读与讨

论将有助于今天的读者理解经典作家们写作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他们表达的观点内涵，将其转变

为活生生的知识和思想方法，避免把经典作家的具体观点予以机械的理解，将其“公式化”和“绝

对化”，并简单地套用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具体场景。 

2. 在列宁、斯大林有关“民族”的论述中，要把基本政治纲领与某个特定时期、某地区局

部具体革命斗争的策略相互区分开来。在革命斗争中，有时需要根据外部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做

出妥协和让步，有时需要根据某些制度和政策的客观实践效果对之不断加以修正纠偏。如列宁曾

明确反对联邦制，在十月革命后的现实形势下转而赞同联邦制，但称其为“过渡形式”。这些理

论与实践的探索足迹可以帮助我们丰富和加深对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理解，将其视为活生生的、

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而不是僵化生硬的教条文字，有助于全面和系统地理解他们如何工作实践

中推进理论探索，从而避免在解读中出现偏差。 

3.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是因为它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能够在实践中根据客观条

件不断推动创新性发展。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应当坚持“实事求

是”的科学精神，从各国在民族/族群问题领域的长期实践活动的成功案例中吸取经验，从失败

案例中吸取教训。应当坚持在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中重新理解和认识经典作家有关“民族”的论

述。苏联和南斯拉夫这两个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解体，无疑与这两个国家在民族理论和民族制

度、政策设计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有关。而我们对这两个国家以“民族”为单元发生政治解体的

原因和机制并没有真正在理论上说清楚。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已对此开展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列

宁和斯大林的“民族”论述与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社会实践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苏联以民族共和

国为单元发生的政治解体能够为我们思考中国民族问题提供什么启示？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不

应当回避。 

4. 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和南斯拉夫以“民族”为单元发生解体的深刻理论

和制度原因，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其他国家的发展规律。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各国历史上继

承下来的政治文化格局与今天面对的国内民族问题千差万别，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应当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国家的民族关系演变规律，有助于我们分析这些国家内部现实的

民族矛盾，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国家在处理民族/族群关系方面的成败得失，我们必须拓展视野，

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中吸取政治智慧。 

5. 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建党开始，一直在探索如何表述和理解中国的民族关系，我党在这

方面有大量历史文献需要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1949 年建国后，我党作为执政党在民族工作

方面已有七十年的大量实践。我们应当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解读与中国国情和中国共

产党近百年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把党和政府民族工作文献的研究与中国各地区的实地

调查结合起来。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各有不同历史和社会特点：历史上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不

同，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与我党的历史渊源不同，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传统不同，经济上与内地

的联系与依赖程度不同。总体来看，各地区之间在许多重要领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必须“实事

求是”，区别对待。我们必须对中国民族关系的演变过程分地区、分时期、分专题进行调查分析

和理论概括。看看哪个时期当地民众更认同国家，哪个时期认同意识减弱，分析造成这一态势的

制度政策原因和具体影响因素。调查研究是我们进一步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的重要途径。 

6. 中国民族格局和民族关系史是在中国国土和中华文化这一土壤中发展和演变出来的，我

国的民族理论必须扎根于中华民族发展史。无论是西方“民族”（nation）“民族国家”（nation-state）
话语、“族群”（ethnicity）话语或者苏联的“民族”（нация）理论，都不能简单地拿来套用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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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我们必须立足中国本土的历史与文化土壤，理论联系实际，根据社会调查研究和政策实

践总结出具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理论。今天我们尤其需要对中文“民族”

这个民族理论的核心概念进行再诠释，梳理 nation、ethnicity 等核心概念在西方的缘起与演变，

以及这些概念进入中国后国人的解读与使用，在此基础上对这些核心概念予以重新定义，以此奠

定我国在民族研究方面的理论自信。 

这些研究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基础。习主席强调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
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
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这些要求具有明确的时代针对性。中国的民族理论必须扎根于中国历

史和文化土壤，适合中国国情，同时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理论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中构成人类

社会共享的知识体系。 

三、创建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苏联解体导致两极化国际体系的终结，世界各国族群关系和民族主义运动呈现出多种新态

势，我们需要以“与时俱进”的态度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的论述，理解其科学

精神，分析各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各国政府在民族政策方面的得失。中国的民族理论必须以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为指导，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以中华民族发展史为基础，对建国

70 年来的民族工作历程中的得失进行经验总结，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科学精神，

在对我国民族关系现状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依据总书记的论述持续推动我国的民族理论

实现创新性发展， 

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要求最终落实为创立一套新的理论话语体系，

既要在理论上体现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具体观点也要符合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国情，并在社

会实践中切实服务于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项工作。同时，要把马恩列斯的相关论述

与中国具体国情、民族关系历史发展趋势结合起来，考虑如何把国际社会有关共识（平等、公正、

人权等）用于解读中国的民族制度与民族政策，努力构建能够与国际学术界、舆论界进行交流的

基本核心概念和逻辑体系，把民族理论纳入中国与国际社会对话的核心内容，在民族理论和研究

领域讲出能够令各国信服的“中国故事”，在这个领域提高中国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和文化自信。 

我建议在理论概念体系中把“中华民族”定义为“民族”（nation），与美利坚民族、印度民

族等相对应，同时把我国的少数民族改称“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与美国的黑人等少数

族裔相对应。这将有利于外国学者把中国的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放在“族群”层面而不是有自决

权的“民族”层面来理解。中央重要文件（民族区域自治法、党章等）中的“民族区域自治”英

文版曾误译为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1
，虽已部分得到纠正，但是这也说明我国民族理论界对

一些核心概念的理解依然存在分歧。 

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确实会发生冲突，但处理文明冲突时可以有不同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一神

教传统的文明体系（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对待不同宗教集团的互动时，在历史上就形

成了“圣战”传统和对“异教徒”的绝对排斥。这是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表达的“双

重标准”的基督教文化特点。而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是“非无神论”的世俗性，在处理内部的族

群文化多样性及与外部其他文明（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交往中秉承的态度是“和而不同”

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全体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华文

明在几千年族际交往中得以延续并发展的文化优势。习主席强调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理念，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翻译，民族出版社 2001 年 6 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

英文对照本）中，“民族区域自治”译为“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2018 年宪法修正版也曾作同样翻译（叶

江，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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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以“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把国内各族群紧密地凝聚起来，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的政治打压、

贸易战、“颜色革命”和战争威胁。同时，习主席又把中华文化的这一基本理念延伸到整个人类

社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恩格斯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

的解放是其毕生的事业
1
。“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在新时

代的伟大奋斗目标。习主席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一脉相承，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必须立足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土壤，理论联系实际，根据调查研究和政策实践总结出适合

中国国情的民族理论。现在民族理论界观点分歧很大：如有人撰文提出放弃使用“中华民族”概

念（都永浩，2010）；《中国民族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华民族形成的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李

贽，2016）。如果尚未形成，何谈铸牢？该报另一篇文章强调“‘民族自决’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的重要理论”（熊文钊、多杰昂秀，2017a）；还有一篇文章强调“对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之间

存在的公共事权，应当遵循协调与协商的原则”（熊文钊、多杰昂秀，2017b）。这些都显示出在

国内民族理论界和主管部门中存在重大理论分歧，应当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尽快把认识统一到中

央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上来。 

习主席近期讲话的许多重要内容已经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工作指出了大方向和研

究要点，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中华文化的基本性质、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内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在文化认同中的重要意义、民族工作与法

治的关系、各族人口格局新变化、互嵌式多族社区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议题都有明确的指示。

我们必须以这些指示为引领，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在党的领导下切实改善我国

的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以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附录：我国出版的部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科书 

1.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1981，《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2. 国家民委教育司编印，1983，《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内部发行）； 

3. 金炳镐，1984，《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大出版社； 

4. 熊锡元，1985，《民族问题理论基础》，云南省社科院印刷； 

5.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编写组，1985，《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出版社； 

6. 布赫主编，（1986）2002，《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党的民族政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7. 徐杰舜主编，1988，《民族理论政策简明教程》，广西教育出版社； 

8.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编写组，1988，《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出版社； 

9. 江平主编、黄铸副主编，1994，《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中央党校出版社， 

10. 王克文主编，1995，《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中央党校出版社； 

11. 吴仕民主编，1998，《中国民族政策读本》，中央民大出版社； 

12. 金炳镐、王铁志主编，2002，《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通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3. 徐玉圻主编，2002，《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 

14. 图道多吉主编，2002，《中国民族理论与实践》，山西教育出版社； 

15. 罗树杰、徐杰舜主编，2005，《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程》，民族出版社； 

16. 金炳镐，2006，《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概论》（修订本），中央民大出版社； 

17. 沈桂萍、欧光明主编，2007，《中国民族理论政策概论》，民族出版社； 

18. 薛洁、金炳镐主编，2011，《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程》，中央民大出版社； 

19.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材编写组（金炳镐任主编），2012，《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全

                                                        
1 “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
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恩格斯，1888：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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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册）（高等院校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试用教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 孙振玉主编，2012，《中国民族理论政策与民族发展》，民族出版社； 

21. 中央民族干部学院编写，2013，《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干部培训教材），

民族出版社； 

22. 金炳镐主编，2014，《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中央广

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3. 吴仕民主编，2016，《中国民族理论新编》（第 3版）（全国民族院校统编教材），中央民大出

版社； 

24. 丁龙召、李晶主编，2016，《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第三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5. 龚永辉主编、杨社平、郭亮副主编，2017，《民族理论政策讲习教程》（中国大学 MOOC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6. 沈林编著，2017，《中国的民族国情与理论政策》，知识产权出版社； 

27. 国家民委研究室编，2019，《新时代民族理论政策问答》，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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