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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首次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在这次大会上进一步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纳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总体要求和进程
中，强调指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党领导人民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经验。
一、民族区域自治的“三大理论贡献”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
它的成功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主要包括民族区域自治的本质、内容、形式、原则、特点、作用及民族区域自治产生和发展
规律的理论。
它既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概括，也是在指导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实践过程中得到实践
检验的经验的结晶。
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论是中国化的，具有独到的开创性。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为我国民族政策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法
律提供了理论指导，还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提供了理论支撑，表明了民
族区域自治这一重要理论成果的科学性和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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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西部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除了要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
改革，坚持和善各项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施依法治国等一般性的原则
外，还要与西部的实际相结合解决好面临的政治问题。
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着一些重大的问题：政治稳定问题、民族关系的调适
机制建设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问题、政府行政能力提升问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等等
。
    本书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绪论部分界定了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科学内涵，并简要概说了我国政治文明
建设的一般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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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政治文明的概念弄清了政治和文明的两个概念以后，政治文明的含义已经很清楚了。
当然，政治文明不是政治和文明两个概念的简单相加，而是两个概念整合以后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概念
。
文明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去界定。
广义的政治文明，就是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上，人们以先进的、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政治观念为
指导，所形成的与物质生产相适应的在政治上的一种进步过程、进步状态和取得的积极成果。
政治从社会发展中产生以后，到农业社会的政治，到商品经济时代的政治，再到阶级和国家的消亡，
再到未来社会的政治，要经历若干历史发展阶段，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政治都是与生产力为基础
的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相适应的，都有其特定的质的规定性、特征和形态。
从低一级形态的政治向高一级形态的政治的过程和取得的积极成果，就是广义的政治文明。
狭义的政治文明是在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政治理念构建社会的政治规范体系的过程和进步状态的总
和。
狭义的政治是特指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发展过程和进步状态。
政治文明的内容包括政治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法制文明、政治行为文明。
它的内容是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是政治运行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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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2年9月，我很荣幸地考入了中央民族大学，师从著名的政治学家、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专家、中国
首届“百名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之一的金炳镐先生，攻读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专业的
博士学位，开始步入中国民族问题理论研究的殿堂。
记得在一年级下学期刚开学，我跟先生商讨学位论文题目时，先生考虑到我在读大学和硕士期间学的
专业都是政治学，并认为，“刚刚召开过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建设的理论”，建议我从政治文明建设的视野关注中国当代的民族问题。
这样，就把学位论文题目确定为西部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研究，《西部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研究
》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作简要修改而成的。
西部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一项涉及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经
济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的综合性的重大的课题，对我来说，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任何课题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迈进的，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文明的研究也不
例外。
《西部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有些地方还直接
引用了有关著作和论文的精彩论述及数据。
因此，对那些被《西部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研究》所引用、参考的论著的作者表示诚挚的敬意和由
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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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部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6工程”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心博士文
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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