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特殊性

（一）地理生境决定的特殊性

西部民族地区是一个民族众多、价值多元，社会转型（从传统农业社会

向现代工业社会、半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快速转变）、体制转轨、利

益转换、阶层转化、结构转变的典型地理区域，这里独特的地缘政治关系，

三股势力影响远未根除，都可能引发思想观念的分化甚至裂变。

社会的整体发育水平偏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社会潜伏的矛盾

更易爆发，治理难度加大。



（二）文化多元、共识匮乏

西部地区民族身份类型众多，社会思潮多样，人们对于社会建设与

发展思想认识的分歧较多。新世纪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发生的典型事件

与社会思想观念的图景流变引起的价值取向纷争已经充分说明了西部民

族地区社会共识力的匮乏与缺失，同时也表明在这一地区有效达成社会

共识重任的艰巨性与长期性。



边远地区政府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以严格的管控为手段的治理思维，

尤其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初步发展期，基层政府执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职

能主要依靠对公众、社会和企业进行控制和管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政府因而故步自封，“因循守旧”，按照既有的“章程“理政，

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流动”，不能适应新的实际变化，忽略公共管理

中涉及的多元主体的利益表达和诉求，甚至侵害某一主体的利益。

（三）治理观念陈旧落后



（四）治理机制刚性僵化

一是治理主体间关系刚性僵化：

在治理公共事务的认知上，存在着治理是政府的事，政府
与其他社会组织、公民是泾渭分明的不同主体，其他组织和社
会公民是看客和路人的观念。

二是治理手段刚性僵化：

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政府习惯于使用公权力手段。公
权力手段作为政府治理社会的手段，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特征，
但基层政府公职人员往往将公权力视为社会治理的最有效手段，
忽略了其他如市场化、社会化、自治等手段的合力运用。

三是治理过程刚性僵化

四是治理机制动力不足



（五）社会治理主体的民族性

（六）社会治理环境的特殊性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环境的特殊性既有纯然天成的地理环境
也有近年来特殊的政治环境。

（七）社会自治能力的差异性



二、制度供给

（一）制度在西部民族地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1、制度是由某一机构或组织制定出的一系列制度、规则或
标准, 或者是一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意识或习惯;

2、它规定人们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 以及如何做, 同时
它具有强烈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3、它可以保证经济运行的安全和顺畅, 即它是为经济和社
会服务的。

 西部民族地区本身对新制度的供给或制度创新明显不足



1.提供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股份制和非公有制发展的制度，

激发市场活力。

2.提供信息化建设的制度：

围绕基础信息、信息数字化、特色数据库等制定相关发展制

度

3.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制度。

(二) 以下几种制度供给急需提供



(二) 以下几种制度供给急需提供

 4.提供有效的人力资本制度

 5.大力发展教育的制度。

 在知识经济时代, 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
力资本投入。而教育投资又是人力资本最主要的部分。

 6.提供合理利用宗教中的积极因素的制度

 西部民族地区的群众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力军,他们都
有着各自信仰的宗教。因此, 合理利用宗教中的积极因素
对于民族地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三、法律供给

（一）西部民族地区治理的法律供给体系

1.西部民族地区治理法律体系的基本目标

2.西部民族地区治理法律供给的基本内容

3.西部民族地区治理法律体系的基本特色



（二）民族地区公共治理法治化建
设

1.公众法治意识的培养
2.健全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
3.推动依法治国
4.推进多民族地区社会法治建设

5.建立多民族区域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6.发挥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和村规民约的作用



（三）大力推动西部民族地区依法
治国进程

1.确立国家基本法律法规的主导地位

2.尊重多民族地区的乡土社会法

3.科学认识多民族地区的原始宗教

4.建构多民族区域社会自治的法规制度



（一）人才政策

（二）乡村振兴

（三）对口支援

（四）制度化建设

三、政策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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