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基本判断

 党的民族政策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萌芽与
形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探索与曲折、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期的恢复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创新与完善四个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发展阶
段。

 我国已形成内容丰富、比较完备的民族政策体系。
党的领导、“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和以各族人民为
中心，始终是民族政策不断创新发展的根本保证、目
标要求及核心理念，不断创新发展民族政策始终是提
高民族工作能力和水平的本质要求。



二、民族政策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历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萌芽与形成：

（一）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集结各民族的革命力量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作为解

决民族问题的根本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的根本政策肇始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1-1927 年）

对党的组织生活和政治理想问题的关注。

（二）从联邦制到民族区域自治，开创了我党解决民族问题

的基本政策和制度



（三）重视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吸收少数民族成员加入中国共产

党，培养各民族的革命火种。

 二是提出“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原则。

 三是提出“特殊点、优待点”的政策措施。

二、民族政策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历程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探索与曲折

（一）实施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凝聚各民族力量推动国家建设

（二）规范和制度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增强各民族国家认同

（三）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推动做好民族工作

（四）实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优惠政策，促进各民族快速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国共产
党民族政策的恢复与发展

（一）实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政策，实现各民族逐步共同富裕

（二）实施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政策，增强中华文化认同

（三）实施帮助民族教育事业发展政策，提高各民族科学文化素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民族政策的创新与完善

（一）完善差别化区域政策，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二）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好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三）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各民族凝聚成推动“强起来”的磅礴力量



三、启示

1.党的领导是民族政策不断创新发展的根本保证

2.“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是民族政策创新发展的目

标要求

3.各族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民族政策创新发展的核心理念

4.创新发展民族政策始终是提高我国民族工作能力和水平

的本质特征



四、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治理政策绩效评价

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问题、稳

定问题和安全问题，因此，政策绩效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

（一）发展绩效的基本指标

1.经济发展水平

2.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二）民族团结指标

1.社会公平正义

2.各民族生活水平提升程度

（三）国家安全指标

1.五个认同

2.干群关系

四、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治理政策绩效评价



五、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关键因素

（一）基于政治合法性再生产的评价

民族地区公共治理理论适用性分析

（二）汲取传统治理模式的有效性评价

土司制

改土归流

民族区域自治

（三）时代性

绩效瓶颈

路径选择



思考题

1.民族政策绩效评价的缺陷有哪些？

2.如何构建民族政策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