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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历来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社会安危的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重视我国的民族问题，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中，不断地探索解决
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国情、民族实际相结合，找到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
正确道路。
民族区域自治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创造的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
依据这些基本经验制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创立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制度，也是国家的一
项基本政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的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各民族的平等团结的不断实现和加强，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
我国社会的持续稳定、国家统一的不断巩固，都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和制度密切相
关。
　　民族区域自治，就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建立自治地方
，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三个行政级别。
目前我国建有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
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少数民族建立了民族自治地方，还建立了1200多个民族乡。
　　民族自治州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中区域较大，分布较广的单位。
建立自治州的民族较多(18个民族)。
因此，民族自治州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中占有重要地位，起重
要作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族自治州的民族关系>>

内容概要

　　《中国民族自治州的民族关系》全面、深入地研究我国民族自治州的民族关系的发展历程及其作
用，总结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完善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和推动民族自治州各
项事业的发展。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历来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社会安危的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重视我国的民族问题，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中，不断地探索解决
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国情、民族实际相结合，找到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
正确道路。
民族区域自治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创造的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
依据这些基本经验制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创立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制度，也是国家的一
项基本政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的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各民族的平等团结的不断实现和加强，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
我国社会的持续稳定、国家统一的不断巩固，都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和制度密切相
关。
民族区域自治，就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建立自治地方，设
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三个行政级别。
目前我国建有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
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少数民族建立了民族自治地方，还建立了1200多个民族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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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炳镐：男，黑龙江延寿人，朝鲜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列主义学院院长、中
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院长，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从1993年开始享受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政府特殊津贴。
两次（1989、1995年）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2002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2003年获首届北
京市高校教学名师称号、首届全国高校教学名师称号，成为全国民族院校首位国家级教学名师。
2004年获首都五一劳动奖章、获首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主要从事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在国内外出版学术著作32部，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
论著中获国家部委级奖1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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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般清政府官吏也让会说汉语的朝鲜人去传达政府规定、帮助清政府征收税费。
因此当时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是在统治民族的满、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朝鲜人之间。
　　三、清朝边疆政策与延边地区民族关系　　清政府废除对东北的封禁以后，朝鲜北部的难民大量
越境迁人中国东北地区。
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移民成为摆在清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清政府对朝鲜族移民的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综观清政府对朝鲜的移民政策，大体上可划分为四个时期：默许政策时期、安抚政策时期、怀柔与同
化政策时期、强硬政策时期。
①恩威兼施的怀柔与同化是封建王朝惯用的统治手段，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尤为多用。
清朝继承了历代封建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经验，对于迁入到中国东北边疆地区的朝鲜族移民同样实
施了“恩威兼施”的怀柔与同化政策。
清政府之所以对朝鲜移民施以“怀柔政策”，完全是为其统治利益服务的，并非真正“存一视同仁之
心”。
具体言之，有如下三个方面：首先，直接出于“实边”的目的，接纳朝鲜移民，开垦荒地，以改变边
疆地区人烟稀少，千里荒芜的状况。
其次，借“招民垦荒”以达到“筹款”的目的。
清政府要守边御外必须驻扎兵丁(如清边军)，要管理朝鲜移民和汉族垦民又必须设官置吏(如越垦局及
后来的厅县等行政机构)，这就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
于是，通过“清丈升科”、“归化人籍”及发放“清票”(类似土地执照)等手段勒索和盘剥朝鲜移民
，以扩大“饷源”。
再次，出于对外交涉的需要。
因朝鲜移民越垦而引发的边务争端，对于清政府来说是一件颇为棘手的外交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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