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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是当代人类社会最基本且最具稳定性的一种共同体形态。
所谓“民族大千世界”正是对人类社会这种共同体形态的概括。
形成这种共同体的内在历史过程，造就了源流、称谓、原乡、语言、习俗等要素的认同；而其外在现
实境遇，则产生着生存发展、国家归属、社会地位、平等权利等问题的诉求。
无论是文化范畴的认同，亦或政治范畴的诉求，其本质都是基于共同体差异和对这种差异比较产生的
价值判断。
诸如“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优秀”与“低劣”，等等。
古往今来，这种“类族辨物”的差异分类和价值评判，不仅发生在不同文化特征的共同体之间，而且
由于阶级、国家这些人类社会政治因素的强力作用，使这种差异和价值判断引发了长期存在而又十分
复杂的民族问题。
毫无疑问，民族问题的内涵非常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因此，用其中任何一种要素去判断民族问题性质的唯一性都会产生偏颇，甚至导致错误。
民族共同体是组成人类社会的有机体，其相互关系的和睦、融洽、共存、共容是一个国家、乃至整个
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基本条件。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正确处理和科学解决民族问题。
科学地认识民族问题，把握民族共同体现象的发展规律，目的是解决民族问题，而这一点至今仍是人
类社会面对的重大课题。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世界经历了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引发的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之后，全球
范围的种族矛盾、民族，中突和与此交织在一起的宗教纷争、文化认同，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分
离主义、恐怖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土著人运动、移民问题都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政治“热点”。
对这些现象，无论是人类学、民族学还是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都给予了日益广泛的关注和越来越
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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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把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政治学理论体系，分为民族政治体系、民族政治行为、民族政治意识
、民族政治制度和民族政治发展这五个部分，即民族政治体系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民族政治行为、民
族政治意识、民族政治制度和民族政治发展。
它们共同生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政治问题，共同构成了民族政治生活的总和，都应是民族政治学
研究的主要内容。
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政治体系是民族社会的各种政治角色，围绕一定的政治权力而形成的政治关系结
构，它是有其内在运行机制的政治单元，是民族政治的基本架构。
在民族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运行中，这个政治单元中各种政治角色的政治运作，便会产生各种政治行
为，各种政治行为的相互交织又会形成各种政治关系。
政治行为的发生是以一定的政治价值或政治文化为背景，是在一定的政治理念指导下进行的政治活动
。
民族社会各种利益要求的均衡、社会价值的分配、政治权利的拥有，又是以政治制度的安排为基础，
并依赖于政府对各种政策的贯彻和实施。
另外，城市化作为民族社会的现实环境，有力地促进着民族政治体系向现代化方向发展，逐步实现民
族政治民主和民族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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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民族分立和民族分离运动民族分立和民族分离运动的核心内容与国家政权紧密相联，是民族要求
掌握或参与国家政权的一种形式。
从根源上讲，民族分立和分离运动是产生于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的民族自决问题。
从历史上看，民族自决权首先应用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社会民族压迫的民主革命；随着资本主义的扩
张，在广大的亚非拉地区出现了殖民地问题，从帝国主义阶段直到20世纪80年代，民族自决成为殖民
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理论武器。
从20世纪前期开始，民族自决权成为民族分立主义和民族分离运动进行国家分裂活动的借口，主要是
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势力歪曲理解民族自决权，以达到其分裂民族和国家的政治目的，如车臣问题、
科索沃问题等。
对于民族是否可以运用自决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的自决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并且
首先要以"有利于该民族中的多数，有利于劳动阶层"①为标准。
因此，自20世纪以来，民族自决权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分立和分离运动，这实
际上是一个国家内部少数民族与掌握政权的主体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是
否能够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权、享有政治权利、维护和发展本民族利益的问题；二是殖民地问题，即被
剥削和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问题。
尽管都与民族的自决权相联系，但是两者的性质又不完全一样：前者是以当今的全球化为时代背景，
这个时代的主题之一是发展，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时代，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民族的发展问题；后者则
是以帝国主义殖民时代为背景，其主题是战争与革命，是殖民地人民对自己民族命运的把握，解决的
是民族的生存问题。
(二)原住民族问题土著或部族问题是一类特殊的民族问题。
之所以在这里将其划分为同一类问题，主要是因为土著问题和部族问题在政治方面有着相同或者相似
的影响因素。
由于发展的缓慢与落后，历史上的一些土著民族和部族遭受到西方的殖民统治，土著和部落问题在根
本上说就是西方国家对这些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遗留问题。
在存在这类问题的国家中，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土著或部族问题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各土著民
族或部族在现有政治权力框架下的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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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马克斯·韦伯说：“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
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著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
⋯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
他们现在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们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
”(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7
页)2004年，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开始增添了民族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光阴荏苒，转瞬已是四年，民族政治学研究方向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目前已形成具有青年教师、博
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在内共计23人的民族政治学方向的研究团队，这支团队团结、拼搏、进取、同
心协力，他们不仅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国家利益——对境内外'东
突'势力与恐怖主义活动的思考”(批准号：03BMZ004)的写作任务(该项目经审核结项，鉴定等级：优
秀[证书号：20060292])，还承担了教育部200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城市化进程
中的民族问题及其对策研究”(批准号：06JZD0024)，尤其是在后一项目的研究过程中，我和团队成员
陈纪及秦伟江策划共同撰写一部《民族政治学概论》，该书既是近几年我在南开大学讲授“民族政治
学”课程的总结，同时也是对城市化进程中民族政治问题研究的拓展。
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民族研究中心申报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批准之后，我们这个团队通
力合作，开始了这件需要“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
团队成员带着“激情和眼光”，在两年时间里，“执著地寻觅”着，陆续完成了写作任务，目前，《
民族政治学概论》中的一些章节已有部分见诸国内学术期刊杂志，除了我和陈纪、秦伟江之外，朱军
、邓艾、柳建文、王转运、单菲菲、郭鹏、康月辉、刘芳等相继加入书稿的写作工作，另外，张小蕾
、潘卫杰、钱彩平、韩刚、马伟华、郝亚明、李丹、乔福龙等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这段值得回忆的时间里，所有团队成员或修改、或校对，或穷原竞委、或求全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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