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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为了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
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设立自
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目前，我国共有155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其中有自治区5个，自治州30个，自治县（旗）120个。
此外，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补充，还有1159个民族乡（镇）。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总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64％，自治地方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
民族自治区域土地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不仅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承担着发展本地区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事务的职责
，还担负着依法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重要责任。
在中国政府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既有一般地方政府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独具的特点。
　　首先，从权力来源和法律地位来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根
据“议行合一”的原则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它既是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又是中央人民
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地方行政机关，同时也是民族区域自治机关，依法拥有执行权、行政权和自治权。
宪法、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规，设定了其独特的法律地位和权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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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乡政府管理》围绕我国民族乡政府这一特殊行政主体展开讨论。
首先介绍了中国民族乡设立的背景及其现阶段所处的行政环境，然后着重分析民族乡政府的法律地位
、管理权限、人事管理制度、公共财政状况、政府职能、决策过程、行政执行及行政监督等相关问题
，最后提出推进其发展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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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　　一、中国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　　中国是一
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民族通过识别并由中央政府确认的有56个。
在历史上，中国各族人民都为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创造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
展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当前中国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各少数民族的人口相差悬
殊　　中国各民族之间人口相差非常悬殊，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其他55个民族的人口相对较少，这55
个民族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
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55个少数民族人口共计1044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41％。
在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有壮族和满族；人口在1000万以下、100万以上的有蒙古、回
、藏、维吾尔、苗、彝、布依、朝鲜、侗、瑶、白、土家、哈尼、哈萨克、傣、黎等16个民族；人口
在100万以下、10万以上的有傈僳、佤、畲、拉祜、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达斡尔、
仫佬、羌、撒拉、毛南、仡佬、锡伯等17个民族；人口在10万以下、1万以上的有布朗、阿昌、普米、
塔吉克、怒、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德昂、保安、裕固、京、基诺等13个民族；人口在1万以下
的有塔塔尔、独龙、鄂伦春、高山、赫哲、门巴、珞巴等7个民族。
在55个少数民族中，壮族人口最多，为16，718，811人；珞巴族人口最少，为2，965人。
从上面的几组数字比较，不难看出，不仅汉族人15在中国总人15中占90％以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
数量相差悬殊，而且少数民族之间的人口分布也很不平衡，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少数民族只有18个，而
大多数少数民族人口都在100万以下。
　　2.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全国的地域分布很不平衡　　中国各民族经过几千年的相互交往，形成了既
杂居又聚居、相互交错的居住格局，即中国的民族分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
相对来说，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内地各省市，居民以汉族为主，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东北、西
北、西南的边远地区。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在10％以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广西、云南、贵
州和新疆；比重在10％以下、5％以上的有辽宁和湖南；比重在5％以下、1％以上的有河北、内蒙古、
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广东、海南、重庆、四川、西藏、甘肃、青海和宁夏；比重在1％以下
的有北京、天津、山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和陕西。
由此可见，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地域分布上也极不平衡。
中国各民族的地域分布除了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外，还具有其他一些特点，比如说分布地域辽阔、
分布极不平衡、民族地区人口密度较小、各少数民族本身分布复杂等。
　　3.中国各民族间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少数民族地区
的社会经济结构十分复杂，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
中国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后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就全国范围而言，封建和半封建的经济占主流，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了相当的发展。
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性。
一般来说，汉族地区社会发展程度最高，而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停留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不同社
会发展阶段，大体上可分为四种社会形态：封建地主经济、封建农奴制、奴隶制和原始公社制残余。
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国家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以推动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发展，但是各民族间的发
展差距仍然存在，有的还非常显著。
　　4.中国各民族语言多样化　　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民族语言也十分丰富，56个
民族拥有57种语言。
其中除回族、满族一般使用汉语外，其他少数民族大多数使用一种民族语言，也有一些少数民族使用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如裕固族就使用两种语言。
同时，在有的民族内部，由于分布区域不同、历史发展不同，在语言文字上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如
彝、苗、瑶等民族不仅方言差异大，而且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文字，比如彝族，云南、贵州、四川（
包括云南小凉山）的彝族的语言几乎不能相通，三省都有自己的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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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复杂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宗教信仰状况复杂多样，既有多个民
族共同信仰同一种宗教的，也有一个民族信仰多种宗教的；既有整个民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某种宗教
的，也有部分民族成员信仰某种宗教而大部分成员不信仰宗教的。
例如藏族基本上全都信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傣族基本上全民信仰小乘佛教；回族、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10个民族
则基本上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俄罗斯族基本上全民信仰东正教；在傈僳族、怒族、苗族、景颇族、佤
族、彝族、拉祜族等民族中有一部分成员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
而在同一宗教中一般都存在不同的教派，导致居民宗教信仰情况更为复杂。
在中国，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民族关系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6.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和谐为主流　　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开拓国家疆
土、发展经济、创造中华文明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斗争中，相互之间形成了非常紧密的联系。
总的看来，中国的民族关系自古以来都以和谐共处为主流的，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
交融，和谐相处，关系非常紧密，这也是中国会形成当前这种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因
。
当然，在历史上，由于剥削专制制度的存在，中国各民族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民族压迫制度和民
族歧视思想在部分领域和地方长期存在，而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地方不同民族之间出现矛盾和隔阂
。
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之后，中国消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制度根源，因此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为
融洽。
但由于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发展不平等问题还没有解决，当前民族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一些不和谐之
处。
　　二、中国当前民族问题的特点及解决民族问题所坚持的原则　　民族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
成的，伴随着民族的产生，民族问题随之出现。
在古今中外，民族问题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演变，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主要体现为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对抗的关系，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则表
现为民族剥削、民族压迫、民族对抗的关系，这一时期民族问题是阶级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
　　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消除了产生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问题的阶级根源，初
步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这就为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还存在着民族差别，存在着民族间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
来的民族偏见和歧视等，民族问题不可能完全消失，还会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1.中国民族问题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旧时期的民族压迫制度与剥削制度被
废除，各民族间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得以建立。
当前中国民族问题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部分，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长期性　　民族问题同民族一样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民族不可能
在短期内消失，因此民族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之后，也将长期存在。
在社会主义社会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同时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民族间文化和生
活方式差异也将长期存在，这些都意味着在民族消亡前，民族问题将一直存在，这就是民族问题的长
期性。
　　（2）综合性　　作为社会总问题中的一部分，民族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
领域，与各民族间的语言文字、地域分布、传统习惯、心理状态、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活方式都有
着密切关系。
因此，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民族问题事实上也是各类型社会问题的大杂烩，具有高度综合性。
　　（3）复杂性　　民族问题的综合性导致了其复杂性。
民族问题不仅仅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而且与其他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相互影
响相互作用。
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很难非常清晰地将民族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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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国际性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
由于国家疆域的变动和人口迁徙等原因，在不同的国家中常常存在着相同的民族。
这些民族有着相同的起源、相同的民族称谓、相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以及深厚的民族感情。
这样就往往使得在一个国家中发生的民族问题，会波及和影响其他国家，从而使民族问题具有国际性
影响。
　　（5）敏感性　　民族问题往往涉及的不只是个体而是整个民族共同体，即使一个微小的问题都
可能影响到数量极庞大的人口。
同时，由于中国民族分布的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往往使得民族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十分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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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乡政府管理》介绍：目前，我国共有155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其中有自治区5个，自治
州30个，自治县（旗）120个。
此外，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补充，还有1159个民族乡（镇）。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总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64％，自治地方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
民族自治区域土地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不仅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承担着发展本地区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事务的职责
，还担负着依法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重要责任。
在中国政府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既有一般地方政府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独具的特点。
　　首先，从权力来源和法律地位来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根
据“议行合一”的原则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它既是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又是中央人民
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地方行政机关，同时也是民族区域自治机关，依法拥有执行权、行政权和自治权。
宪法、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规，设定了其独特的法律地位和权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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