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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族概论基础教程》是一门介绍中国民族概况、文化特点的课程，指导人们如何看待和把
握文化差异的原则和方法，在文化差异中如何进行交流并增进相互了解、彼此尊重的学问。
　　人类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民族在繁荣，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的联系和交往越来越紧密。
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另一面，国际间和国家内部矛盾冲突从没有间断。
其中因民族因素而引起的矛盾，在冷战结束后其影响显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
注。
要求各族人民，特别是当代青年大学生学习《中国民族概论基础教程》，就是要使他们对党的民族政
策及其制定的理论依据有深刻的掌握，同时对我国的国情有更广泛全面的认识，从而提高我们执行党
的民族政策的自觉性，增强我们在民族问题上辨别是非的能力，进而为增强各民族的大团结，为反分
裂、反分化，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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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民族第一节 民族的定义与特征一、“民族”概念的出现及含义的演变二、马克思主义民
族定义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的中国化第二节 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消亡一、民族的形成二、民族发
展的一般规律三、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四、民族的融合与消亡第三节 中国的民族构成和分布特征一、
中国的民族构成二、民族的分布特点三、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第四节 中国的民族识别和公民民族确定
政策一、民族识别的必要性二、民族识别的依据和实践三、我国公民民族确定政策第二章 中国是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第一节 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一、各民族共同开拓和捍卫了祖国疆域二、各民
族共同发展了祖国光辉灿烂的经济和文化三、各民族共同创建了伟大的新中国第二节 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一、内向型的地理环境二、统一的经济基础三、多元一体的政治制度四、统一过程与民族融合
第三节 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全和利益一、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二、各族人民都要继承和发
扬爱国主义传统三、自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第三章 民族关系第一节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
确立和发展一、民族关系及其表现形式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特点三、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展趋
势第二节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一、民族平等二、民族团结三、民族互助四、民族和谐第三节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与构建和谐社会一、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二、和谐社会对民族
关系的积极影响三、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第四章 民族问题第一节 民族问题的
内涵及其产生的根源一、民族问题的内涵二、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问题一、
当今世界民族问题二、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族问题的解决一、民族问题
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与民族问题三、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与民族问题
四、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与民族问题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民族问题六、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和指
导思想与民族问题第五章 中国的主体民族第一节 基本情况一、族称二、人口与分布第二节 经济生产
一、农业二、手工业三、工业四、商业第三节 物质文化一、服饰二、饮食三、居住四、交通第四节 
精神文化一、语言文字二、哲学与宗教三、科学技术第六章 中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少数民族第一节
基本情况一、民族、人口及分布二、民族名粕第二节 生态环境与经济生活第三节 物质文化一、服饰
二、饮食第四节 精神文化一、语言文字二、文学三、史学四、艺术五、教育与科技六、宗教信仰第七
章 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第八章 中国西南工区少数民族第九章 中国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第十章 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第十一章 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工区经济第十二章 中国的民族教育第十三章 保护少数民
放传统的文化政策第十四章 中国各民族的宗教信用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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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 中国的主体民族　　第二节 经济生产　　三、工业　　学者普遍认为汉族在明朝中叶出
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主要表现在苏州等地区的一些纺织业作坊比较大，作坊主实行“计日受值”雇工
。
清朝前期，苏州、江宁等地区的这种作坊又有新的发展，作坊规模更大，一般有五六百张织机，雇工
人数更多。
说是萌芽，主要是因为这种生产关系只在局部地区出现，又局限于个别行业，其规模和生产手段还不
能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大工业相比。
　　1840年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方面殖民主义者在汉族地区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进行生产，企图把中国变
为他们工业生产的原料供给地和产品倾销地，严重地影响了汉族民族工业的发展。
一方面一些汉族大官僚兴办“洋务”，引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主要是军火业，民用工业较少，
他们属于官僚买办资本；同时，也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但他们资本小，又受到外国帝国主义资本和
国内官僚买办资本压抑，步履艰难，工业规模不大，多集中在少数城镇，产业工人数量不多。
洋布、洋火一类工业品也较普遍地渗入到广大农村。
不论如何，古老的农业民族有了工业，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培养了一批产业工人，并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四、商业　　（一）商业发展概况　　汉族如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一样，早在原始社会时期，氏
族之间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的现象就出现了。
考古学发现证实，商朝时就出现了货币，有海贝、玉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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