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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ꎮ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实践充分证明ꎬ
不断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ꎬ才能凝心聚力ꎬ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胜利ꎬ才能实现中华民族

的共同利益ꎮ 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在宣传的基础上不断实践ꎬ从而确立各民族地位ꎬ并在此基础上逐步确

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ꎬ贯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策体系之中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

主义民族平等实践的社会制度保障ꎬ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基

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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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

解决民族和民族问题的重要原则ꎮ 反对民族压

迫和歧视ꎬ坚持民族平等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

问题的实践基石ꎮ 学术界从多个维度研究马克

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ꎬ主要包括对中国共产党民

族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与政策执行的历时性考察、
理论依据、基于特定政策实践的个案分析等ꎬ如
有学者认为民族平等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两种范

式ꎬ一是单线式政治性的研究范式ꎬ二是复线理

论的演绎范式ꎬ〔１〕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民族政策的

价值取向ꎬ是一种“民族主义” 取向ꎬ〔２〕 包括酝

酿、形成、调整、反复和完善等过程ꎬ其研究对象

主要是具体的民族政策ꎮ 本文主要是历时性探

讨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的中国化进程及核

心价值ꎬ作为基本原则的民族平等实践随着中国

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中不断解决民族问题而

不断动态演化ꎬ其核心思想价值得到长期坚持ꎬ
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原则ꎮ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的中国化进程

马克思在批评资产阶级民族优劣论时明确

提出:“直到现在每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都

具有某种优点”ꎬ〔３〕 这就是说不同的民族在发展

阶段或者水平上有差异ꎬ但无论差异大小都有其

长处或者短处ꎬ都为世界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ꎬ
各民族都是人类财富的创造者ꎮ 列宁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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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ꎬ不容许在这

方面存在任何特权”ꎬ〔４〕 提出民族平等是无产阶

级政党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纲领ꎬ〔５〕主张实现各

民族在政治法律地位上平等的同时ꎬ也要实现事

实上的平等ꎮ 以五四爱国运动为标志ꎬ中国民族

民主革命进入新阶段ꎬ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和

革命性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指南ꎬ马克思

主义民族平等思想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等译介在中国传播并促进人民

革命的新觉醒ꎮ 如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中的

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ꎬ为了寻找救

国救民的道路ꎬ开始研究与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

著作ꎬ并有意识地将之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联

系起来ꎮ〔６〕

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ꎬ民族平等作为马克思

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政策被不断宣传ꎮ «中
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提出了“不分国籍”ꎬ〔７〕

充分展现了不同国籍不同民族平等的基础原则ꎮ
党在大革命时期ꎬ民族平等思想伴随着革命运动

而不断被宣传ꎮ 如«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解放苗瑶决议案»中就提到“政治经济一律平

等”ꎮ〔８〕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失败后ꎬ人民革命斗争进

入最艰苦的土地革命时期ꎬ在开辟农村革命根据

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中ꎬ党的民族平等思想

得到广泛宣传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基本法

(宪法)大纲草案»中明确“不分种族都是一

律平等的看待”ꎮ〔９〕长征期间ꎬ中国共产党深入广

泛地接触了中南、西南和西部地区的部分少数民

族ꎬ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践行民族平等ꎬ如«中国工

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中宣

传红军革命主张ꎬ特别是“民族平等”ꎮ〔１０〕抗日战

争时期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ꎬ全民族动

员并团结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ꎬ民族平

等成为团结凝聚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的重要原则之一ꎬ无论是正面战场、敌后游击区ꎬ
还是抗战大后方ꎬ各族人民真正实现了全民族抗

战ꎮ 解放战争时期ꎬ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民族

平等实践获得创新成果ꎬ民族区域自治初步实

践ꎬ如 １９４７ 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ꎬ为在民族平等

的基础上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制度基

础ꎮ
新中国成立后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

原则ꎬ〔１１〕 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开始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过程中ꎬ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化进程中ꎬ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得到深入实

践ꎮ 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根据不同历史时期

的社会需求在执政中强调民族平等的重要性ꎬ例
如“在一切工作中要坚持民族平等” 〔１２〕、“真正的

民族平等” 〔１３〕、“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原

则” 〔１４〕以及“最根本的就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民

族平等” 〔１５〕、“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ꎮ
在不断践行民族平等思想过程中取得了丰富的

实践经验ꎬ包括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地

区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政

策、民族干部政策、“一个民族不能少” 〔１６〕等等ꎮ
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的历时性的学术

研究着重于对其中国化发展的考察ꎮ 有学者认

为ꎬ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便把民族平等作为党的

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ꎬ而中共二大的“方案设

想”也可以称为“第一个民族纲领”ꎮ〔１７〕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

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努力ꎬ对内废除民

族压迫制度ꎬ推翻了三座大山ꎬ实现各民族一律

平等ꎬ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在中国的决

定性胜利ꎮ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ꎬ中国共产党

进一步贯彻民族平等原则ꎬ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

地区发展ꎬ以达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ꎬ不断丰

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的实践基础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ꎬ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

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中国化道路ꎬ“一个民

族都不能少”是民族平等思想的集中表现ꎬ２０２１
年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上的讲话中指出:“２８ 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整族

脱贫ꎬ一些新中国成立后‘一步跨千年’进入社

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ꎬ又实现了从贫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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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到全面小康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ꎬ〔１８〕 “整族

脱贫”“一步跨千年” “第二次历史性跨越”等都

充分蕴含着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

的继承和发展ꎮ 总之ꎬ从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

原则在中国实践的历时性梳理中ꎬ我们看到ꎬ民
族平等始终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ꎮ
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情的认

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不断深化ꎬ中
国共产党结合具体国情不断践行马克思主义民

族平等思想ꎬ解决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不

断成熟ꎬ逐步形成了以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
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和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族理论政策体系ꎬ新时代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ꎬ不断促进民族地区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ꎬ以满足各族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的需要ꎮ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的核心理论探讨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原则来源于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的一系列理论ꎬ并经历了一个长期

的中国化过程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体系的基本原则ꎬ体现于民族区域自治、经济、文
化教育、民族干部培养和使用等一系列具体政策

之中ꎬ这些举措都表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在诸社

会功能体系中强化协调能力ꎬ完善资源配置ꎬ促
进民族平等ꎮ 学术界关于民族平等核心内涵的

讨论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的基本原

则、事实上的民族平等的科学内涵、核心概念等

方面ꎮ
一是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的基

本原则ꎮ 有学者认为ꎬ其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

的一块试金石ꎬ〔１９〕 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

心ꎮ〔２０〕有学者认为ꎬ只有在民族平等这个前提之

下和基础之上ꎬ才能营造民族的联合与团结ꎬ达
到互助合作ꎮ〔２１〕也有学者认为ꎬ民族平等是实现

民族团结的基础ꎬ而各民族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

的团结ꎬ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获得胜

利的基本保证ꎮ〔２２〕 但也有学者明确马克思主义

民族观的核心是联合与团结ꎬ并不完全是先平等

后团结ꎬ各民族也可能团结起来为争取平等而斗

争ꎮ〔２３〕事实上ꎬ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共同作为马

克思主义处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并不

矛盾ꎬ“先后”的争论主要是思考视角不同ꎬ民族

平等作为基本原则ꎬ也是“排除民族压迫”后才

能实现的ꎮ〔２４〕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都是无产阶

级政党始终都要坚持的基本原则ꎮ
二是 “事实上的民族平等” 的内涵探讨ꎮ

“事实上的民族平等”是指由于历史原因不同民

族呈现不同的发展水平差异ꎬ因而无产阶级政党

要帮助发展水平落后的民族实现经济文化上的

发展ꎬ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ꎮ 列宁认为实现

这样的“事实上的平等”需要先进的“大民族”作
出“让步”ꎬ缩小民族间差距ꎮ〔２５〕这是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关于建立一个国际主义的苏维埃联盟

的政治构想ꎬ也是实现境内民族平等的政治框

架ꎮ 如有学者认为:“阶级的消灭ꎬ社会主义民族

关系的建立ꎬ 标志着实现了真正的 民 族 平

等”ꎮ〔２６〕而有学者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ꎬ指出虽

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ꎬ但各民族之间仍然存

在由历史遗留下来的“事实上不平等”的客观事

实ꎬ民族平等原则永远不会过时ꎮ〔２７〕 有学者针对

上述的争论ꎬ提出关键不在“是否主张民族平

等”ꎬ而是在于 “ 是否在实践中实行民族平

等”ꎮ〔２８〕有学者则提出理想境界是实现“形式上”
和“事实上”之间的最佳均衡状态ꎮ〔２９〕 这个问题

的争论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一些学者认为“消
灭事实上的不平等”ꎻ二是“事实上的不平等”的
提法不科学ꎬ这个问题不是社会主义时期新产生

的问题ꎮ 在随后“不争论”的大背景下ꎬ有关“民
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讨论逐渐淡出学界ꎮ〔３０〕 实

际上平等和不平等是一对辩证关系ꎬ不能简单地

用“是否”加以判断ꎬ各民族平等的达成是一个

动态演变的复杂历史过程ꎬ表现于社会生活的诸

多方面ꎮ 事实上的不平等到事实上的平等是一

个发展过程ꎬ事实上不平等并不是说一切都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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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ꎬ因此应该在实践中践行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

思想ꎬ将其蕴含在一切系统性政策行动安排之

中ꎮ
三是民族和平等的核心概念辨析ꎮ 基于民

族这一核心词汇的争论ꎬ我国学术界曾引起过包

括对民族与部族、〔３１〕 民族与族群〔３２〕 等若干问题

的讨论ꎮ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给民族下过定

义ꎬ但是在论波兰民族问题等论述中都提到“民
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核心要素ꎬ包括语言、地
域、历史等ꎬ例如马克思曾论述ꎬ“民族一词被人

们用来称呼许多印第安人部落却各有其独

特的方言和地域ꎮ” 〔３３〕但是并没有将它们形成有

机的完整的民族论述ꎮ 无论民族、部族或者部落

以及族群等核心词汇内涵辨析如何ꎬ都是属于不

同的研究视角和不同国情以及不同利益群体之

间的博弈ꎬ基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和中国

的民族国情ꎬ毛泽东同志曾提出在政治上不要去

区分“哪个是民族” “哪个是部族或者部落”ꎬ而
一律称民族ꎮ〔３４〕 显然民族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客

观存在ꎬ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其他研究成

果都揭示了民族概念的客观性ꎬ尽管在不同情景

中ꎬ它的分类并不相同ꎬ但不管是“文化民族”与
“国家民族”ꎬ还是基于族裔或者其他的分析方

式ꎬ在大多数活动领域都必须承认其是一种客观

存在ꎮ 换而言之ꎬ当人类社会还处在资本主义时

代之时ꎬ无论民族的概念是什么ꎬ作为共同体的

民族现象都不可能被消灭ꎬ其相关的政策制定也

很难超越民族或取代民族主义的影响ꎬ很难提供

一个实现过程平等与结果平等的有效模型ꎬ民族

平等将长期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处置民族问题的

基本原则之一ꎮ
民族平等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ꎬ其脱胎于平

等理论ꎮ 有学者认为平等是“拉开现代社会序幕

的产儿”ꎮ〔３５〕 其产生后就其内涵就有不同的阐

释ꎬ有学者认为其以“自然状态”为逻辑起点ꎬ应
该人人平等ꎬ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ꎮ〔３６〕有学

者认为其是一个“迷宫”ꎬ包括法律、社会、机会

和经济四种平等ꎬ〔３７〕 也有学者认为平等内涵实

际上是“起点的平等”到“结果的平等”ꎬ〔３８〕 也有

人认为平等就是机会均等ꎬ包括参与机会、获胜

和被挑选的机会ꎮ〔３９〕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ꎬ
自由主义经济为主导下的社会促进机会平等也

成为主流ꎬ关于平等理论可分为程序平等与结果

平等ꎬ前者着重于对机会开放性与偏向最低受惠

者的补偿进行分析ꎬ后者着重于对利益再分配以

及效率问题的分析ꎮ 而无产阶级平等观正如恩

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

消灭阶级的要求ꎮ 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

求ꎬ都必然要流于荒谬ꎮ” 〔４０〕因此ꎬ马克思主义民

族平等思想突出的民族压迫根源是私有制ꎬ只有

建立无产阶级政权ꎬ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ꎬ
这既包括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平等ꎬ又看重“事实

上的平等”ꎮ 因此要注意运用有效的本土话语解

释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ꎬ而非简单地概念替换ꎬ
应该深入探讨其核心概念背后的意义ꎮ

总之ꎬ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基本原则的

民族平等ꎬ无论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ꎬ还是就其实践过程都具有重要

作用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民族平等原则才得以实施

并逐渐缩小民族间的发展差距ꎬ实现民族平

等ꎬ〔４１〕也就是只有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消除ꎬ
才能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ꎮ 从无产阶级的角度

来说ꎬ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一般是指在阶级消灭

后各民族不分大小、不分历史长短、不分先进落

后在一切权利上完全平等ꎬ不仅遵守宪法上和法

律上的平等ꎬ而且要采取差别化的政策帮助一切

民族实现平等ꎮ

三、民族平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重要基础之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系统地总结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

优势的“十三个坚持”ꎬ包括“坚持各民族一律平

等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实现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ꎮ〔４２〕 民族平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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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放在这条“坚持”的首位ꎬ也昭示了党中央将

民族平等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

基础之一ꎮ 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前提是民族

压迫和民族剥削制度的消除ꎬ这些制度是科学社

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ꎬ〔４３〕 故而实

现民族平等要首先消灭这些“障碍”ꎬ才能保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保障和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实现是民族平等实践

的制度和物质基础ꎮ
一是民族平等的制度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ꎮ 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民族观

指导下的产物ꎬ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

质ꎬ中国特色民族平等是一项政治原则ꎬ也是一

项宪法原则ꎮ 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ꎬ
民族平等对无产阶级政党民族政策的主张、制定

和执行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ꎬ在社会主义社会ꎬ
由于铲除了剥削压迫制度ꎬ推翻了各民族内部的

统治阶级ꎬ从根本上彻底消灭了产生民族压迫的

根源ꎬ为各民族从根本上实现平等创造了有利的

社会条件ꎮ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ꎬ随着社会主义

全面建设的不断深入ꎬ在共同发展和繁荣过程

中ꎬ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会越来越多ꎬ尤其是使

各民族的工人在各种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中团

结融合起来ꎬ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出现的现

象ꎮ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践行马

克思主义民族平等ꎬ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ꎬ从中

国国情出发创造了一系列有利于实现民族平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形式ꎬ主要包括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ꎬ并在

各项制度建设过程中积极实践了民族平等原则ꎬ
从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ꎬ有效地推动了各民

族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ꎬ不断推进中华民

族共同体建设ꎮ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治设计

基于民族平等原则ꎬ具有“两个结合”的优越性ꎬ
一方面体现了单一制国家在协调资源上的效率

性ꎬ另一方面又能够维护区域自治内的各民族平

等权益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进程

中ꎬ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都以民族平等为立法原

则ꎬ以法律制度形式保障着民族平等ꎮ 十八大以

来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ꎬ在深化改革

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不断实践民族平等ꎬ
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一个民族不能少”的

新理念ꎬ实现了人口较少民族整族脱贫的目标ꎬ
充分体现了民族平等精神ꎮ

二是民族平等实践有助于保障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整体利益ꎮ 民族平等是世界无产阶级团

结合作的前提和基础ꎬ共产党人坚持无产阶级不

分民族的共同利益ꎬ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ꎬ联合

起来”ꎮ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ꎬ〔４４〕 因为没有任何私利ꎬ
中国共产党在践行民族平等过程中更能突出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利益ꎮ 民族平等是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原则之一ꎬ民族平等的

实践促使全国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团结奋斗中谋

求现代化发展ꎬ并使各民族群众充分参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建设ꎬ不断凝聚力量ꎬ推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获得新发展ꎮ 例如ꎬ“两个

不能落下”ꎬ〔４５〕体现民族平等着眼于中华民族共

同体整体利益的切实主张和行动ꎮ 历史与实践

表明ꎬ各民族因不断交往交流交融造就了中华民

族共同体ꎮ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ꎬ毛泽东同志曾客

观地论述ꎬ少数民族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就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ꎮ〔４６〕 习近平同志曾论述

“四个共同”ꎬ肯定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贡献ꎮ〔４７〕 这些都真实地表现了以民族平等实践

保障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ꎮ 新时代各民族广泛

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ꎬ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过程需要各民族的真诚合作和同舟共济ꎬ体现出

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

和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ꎮ 然而民族地区仍存在

“六个区”特点、“三股势力”等ꎬ问题错综复杂ꎬ
因此要紧紧抓住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ꎬ
通过差别化的政策加快民族地区发展ꎬ让各民族

人民切实感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带来的实

惠ꎬ自觉投身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实践ꎬ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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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真正的共同体”而奠定量的积累ꎮ
综上所述ꎬ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ꎬ始终坚

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ꎮ 既是总结历史经验所

得出的正确结论ꎬ也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

验总结ꎮ 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的百年实践充分

证明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ꎬ才能

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ꎮ 马克思主义民族平

等思想实践首先是确立民族的地位ꎬ在此基础上

逐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体系ꎮ 有

了民族平等的基本前提ꎬ各民族间才能求同存

异、众志成城ꎮ 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在坚持

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一个关系ꎬ就是中华民族共同

体整体利益和各民族或者地区局部利益的关系ꎮ
一方面ꎬ要从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这

个全局出发ꎬ不能为了某些民族或地区的局部利

益ꎬ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发展ꎮ 如果中华

民族共同体这个整体受到影响ꎬ局部也会受到影

响ꎮ 另一方面ꎬ也不能只顾整体利益而忽略局部

的利益ꎬ因为没有各民族的发展ꎬ就没有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整体发展ꎮ １８４４ 年ꎬ马克思预见到

共产主义的历史运动“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

长的过程”ꎬ〔４８〕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明确指出:“我
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国情没有变ꎮ” 〔４９〕 也就是说ꎬ虽然我国社会已

经进入新时代ꎬ但基本国情没有变ꎬ少数民族和

民族地区由于分布区域、人口数量、发展起点等

存在差异ꎬ民族地区在发展上还存在不平衡的现

象ꎮ 因此ꎬ既要尊重差异ꎬ又要正视共性ꎬ不断增

进共同性ꎮ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中国共产党

正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

业、实现伟大梦想ꎬ全国各族人民必将在此引领

下ꎬ在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

坚强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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