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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的统一。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可以清

晰感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改变中国”实践中所展现的理性力量，也能深刻领略民族高等教育

政策演进逻辑：以“中国之解放”为逻辑起点，经历了“中国之民族”“民族之中国”和“中华之中国”
的历史阶段之后，最终走向了新时代“中华之中国”与“世界之中国”并举的新视野。 在这一逻辑轨

道上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政策前景，展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且具国际视野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改革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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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族高等教育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

民族事业和教育事业共同发展背景下，为实

现“民族振兴”之目标和“改变中国”之任务

而协调民族高等教育内外关系所做出的具有

战略性、导向性、前瞻性的发展策略。 纵观中

国共产党史，以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为根本

目标，如何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

一体与各民族多元之关系，一直是党的民族

政策和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聚焦主题。 在党

的历史进程中，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发展史作

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结

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与实事

求是的方法论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的

改革机制统一。 从党领导的民族高等教育政

策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仅能感悟马克思主

义民族理论在“改变中国”实践中所展现的

理性力量，更能深刻领略民族高等教育政策

从近代“中国之解放”到新时代“世界之中

国”之价值演进逻辑，这对新时代民族教育

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围绕“中国之解放”确立旨在培养少

数民族干部的民族政治文化教育政策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

人民解放运动是这一阶段的根本任务。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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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因国内革命主要矛盾和工作重心的不

断变化，民族教育政策尚不成熟，但在追求民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过程中所产生的马克思主

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成果，逐步凝练成为民

族高等教育政策的雏形，其主要表现为以

“民族平等”为基础，以全国各民族人民解放

为核心任务，以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为主要依

托的民族教育政策方案。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就成为中国革命的首要目的，当时所经历的

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

及解放战争时期，自然构成了当时我国民族

教育发展的政策背景。 比如，１９２２ 年起相继

出台的“教育普及”“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发
展少数民族教育以及“允许在一切政府的机

关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民族教育政策

等等，都是在上述革命运动与战争背景下提

出来的。 其中，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变革力量

的政策决策主体，中国共产党初始阶段的政

策形象是立于“中国之解放”目的而展现的。
具体来说，一方面，“解放”是共产党先驱者

们的一种共识，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观点，认
为“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

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 ［１］。 而“再造”就

是使“各弱小民族”得到根本的解放［２］。 这

种对政策背景的主动诠释，影响了国民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之取向，“国民

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

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

等” ［３］２７－２８。 正是在此政治共识前提下，国共

第一次合作才得以实现。 另一方面，“无产

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就是一切被压迫民

族获得解放的信号” ［４］１１６。 中国共产党二大

宣言将帝国主义和军阀割据视为战乱的根

源，反帝反军阀求中国之独立解放就自然成

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前提，也即是中国

共产党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之前提。 可以说，

在当时若无视这一前提，而片面反对国内民

族压迫必将滋生民族分裂主义，所以，代表政

策形象的主体是包含了受压迫的各民族在内

的“中国”，而并不是代表各族群集合的“民
族”。

民族高等教育政策服务于“中国之解

放”目的，针对少数民族而言，具有提高文化

水平、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和培育少数民族干

部等三大主要功能和政策内容。 但因民族独

立任务紧迫、民族教育体系尚未完备，民族高

等教育政策决策与实施在客观上受到限制，
为“中国之解放”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关注

点相对集中于质量政策和体制政策，强调以

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为主要依托，但政策内容

仅散见于各类“决议”之中。
首先，从质量政策来看，民族高等教育质

量政策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上，
并且于大革命时期首次提出后，于新民主主

义革命各历史时期一贯坚持。 幼年时期的共

产党早就开始在民族学校中宣传马克思主

义、发展党员，比如 １９２４ 年在李大钊、赵世炎

等党组织成员领导下，北京蒙藏学校不仅建

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还接受乌兰夫、李裕

智、孟纯等蒙古族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第一个蒙古族党支部由此成立。 第一次

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又提出开办“苗
瑶简易学校”培育少数民族青年。 此外，党
组织还选派优秀少数民族青年通过系统的学

校教育成为革命干部，先后选派高博择布、朱
吉赛、乌云珠等十多名蒙古青年赴黄埔军校，
同时在广东广西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

大批壮、侗、瑶、土家等民族干部。 进入土地

革命时期，中央选派各族青年 ５００ 多人到苏

联留学［５］，提出要对少数民族积极分子进行

干部培训。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中国国情为依

据，以构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标，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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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
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

族之间的平等” ［３］ 的民族政策，以此为指导

思想，先后“选择适宜地方开办专门训练回、
蒙青年的军事、政治学校，培养回、蒙军事政

治的青年干部” ［３］７６２。 解放战争时期，在改造

旧大学，建设新型专业性大学的过程中，不仅

继续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还招收少数民族学

生，以上政策举措为全国解放后迅速建立起

中国民族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从体制政策来看，民族高等教育体

制政策开启于土地革命时期，于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各历史阶段不断发展创新，逐渐建立

起多规格多功能的民族高等教育体系。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

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规

定要帮助少数民族通过“发展他们自己的民

族文化和民族语言” ［３］１６６来实现解放，这从根

本上否定了蒋介石视民族为“宗族”而采取

的民族压迫与同化政策。 同时还强调“必须

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

的学校、编辑馆与印刷局” ［３］１７０。 从此，师范

学校、艺术学校、农业学校等专门学校与干部

学校在苏区相继建立，多规格民族高等教育

体系渐趋成熟。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批

准将中央党校回族班、陕北公学民族部、西北

工委民族问题研究室，及抗大、女大、马列学

院的少数民族学员和干部集中起来，促成中

国第一所民族干部教育机构 延安民族学

院的诞生，其根本任务在于，通过创办民族学

院以求在最短时期内系统强化青年军事政治

素养，培养具有团结品质和统一战线格局的

民族干部，为抗日救亡工作储备政治军事

力量。
此前，党中央建立中央党校民族班、西北

工委建立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这些都是将

民族高等教育与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有机结合

的创举。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

策承担了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国家分裂、推翻

民族压迫和实现民族解放等多重功能，这可

谓是作为变革力量趋于阈值（拐点）的标志。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解放战争伊始，陕甘宁边区政

府颁布的《战时教育方案》成为这一时期各

地区因地制宜实施教育的指导性文件。 随着

全国解放局势逐渐明朗，培育新中国党的民

族工作者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在解放

区实施制度化高等教育成为当务之急。 其

中，中共内蒙党委继内蒙军政干部学校和蒙

古学院之后，又建立了内蒙党校，并在《关于

开办党校的决定》中对党校教育内容、教学

方法、教学安排和学校组织体系等做出了明

确规定。 与此同时，东北军政大学、辽南建国

学院、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军区人民军政

大学、延边大学、兰州藏民学校、延吉民族学

院、图们人民政治学校等一批培养少数民族

干部和专业人才的高等学校相继成立，从整

体上有效推动了民族高等教育体制逐步走向

成熟发展的轨道。
二、围绕“中国之民族”确立旨在促进民

族平等与团结的倾斜性教育政策

１９４９－１９６６ 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实

现 ５６ 个民族平等与团结阶段。 中国革命胜

利后，党的中心任务由“中国之解放”转变为

“中国之建设”。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

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行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

基础。 然后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
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

标。 此时，民族高等教育事业建设力量充实、
公共舆论期待、支撑体系初建，“支持民族高

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前提得以凸显，形
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策性统一和阶段性均

衡的格局。 其主要表现为围绕各民族平等、
团结与发展，实施了一系列补偿性的民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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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政策。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执政党身份的确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追求社

会激进变革的历史时期已经结束，至此，民族

高等教育政策充分体现了为建立一个为“中
国之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的政

策前景而服务的政治导向，各项政策改革内

容相较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趋于平缓而相

对稳定，但政策决策的补损增益作用逐渐凸

显出来。
在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之

后，民族地区稳步推进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

改造，人民政权稳固，政治形势与社会秩序安

定。 这一时期，不仅废除了民族压迫和歧视

的制度，而且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

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开始建立。 为培育中高

级人才，推动民族地区发展和民族事业研究，
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在党中央领导下政务院

筹办了中央民族学院，此后又先后开办十余

所民族学院，完善了社会主义民族高等教育

体系。 尽管因忽视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的

“左”倾思潮，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后果，但根

据中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

方针及时进行整改，其中将办学资源相对集

中、增加专业设置等措施使民族高等教育事

业得以恢复、修整和发展，在曲折起伏的道路

上为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

础。 回顾这 １７ 年的民族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之民族”政策指向，尤其

是在质量与体制上的政策改革，促进民族高

校为民族地区社会建设服务奠定人才基础，
取得了光辉成就。

一是民族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以“中国

之民族”的发展为政策目标，为国家建设、民
族区域自治与实现共同纲领、民族政策的需

要，重点从“入口”和“出口”两关上设计了民

族高等教育人才的标准与前景。 １９５０ 年底，

政务院批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
提出应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普遍而

大量地培养各族干部，以培养普通政治干部

为主，迫切需要的专业技术干部为辅。 随着

民族工作的开展，各民族地区迫切地需要干

部，尤其是少数民族干部。 １９５２ 年又出台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少数民族毕业生

分配工作的指示》，提出今后除继续有计划

地动员必要的一定数量的汉族干部和毕业生

参与少数民族工作外，应注意对大学、专门学

院、师范学校少数民族毕业生作合理的分配，
同时，要求各地区人事部门、教育部门和民族

事务机构，依据“学用一致”原则做好毕业生

分配工作。
二是民族高等教育体制政策，包括民族

学院的设立、民族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以及高

校录取等方面，从“在哪读”到“谁来管”再到

“如何读”，围绕“中国之民族”的平等发展初

步构建起新中国民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１９５０ 年底，政务院第六十次政务会议批准

《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主要从少数

民族人才培养、少数民族区域服务、少数民族

文化传承三个职能明确了中央民族学院的办

学任务。 １９５２ 年提出要在西北、西南、中南

各设中央民族学院分院，有关各级人民政府

应有计划地逐步调整少数民族的高等学校。
同时，颁布《关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

决定》，明确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

民族教育行政机构与该部门所属高等学校的

行政、经费、师资、学制、课程、教材等职责归

属问题。 当时，为解决少数民族学生“入口”
问题，教育部分别于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和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通知

关于优先录取少数民族学生事宜》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优先录取少

数民族学生的通知》，提出录取时要向少数

民族学生特殊倾斜，给予较多的录取机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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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录取或优先录取。 以此开始构建一个从中

央到地方涉及各议定场合的新中国民族高等

教育体系。
三是民族高等教育教师政策。 因民族教

育的工作重心在于服务民族地区基础教育，
因此，当时暂无独立成文的民族高等教育教

师政策，相关教师政策仅见于质量、体制和财

政政策条款中。 比如“各少数民族学校应聘

设适当的翻译人员帮助教学” ［７］，还比如“教
师待遇的补助，如根据需要为了鼓励教师在

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在原工资外另加的津贴

或超过一般待遇标准的超过部分等” ［８］１３４等，
逐步形成了推进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的教师政

策要素。
四是民族高等教育经费政策，从不同侧

面满足了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民族

文化传承等多重任务需要。 比如《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经费问

题的指示》 《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民委关于

民族学院经费划分和预算管理的几点规定》
等文件，基本上涵盖了有关民族高等教育经

费政策的全部内容，如对少数民族高等学校

的少数民族学生公费待遇、民族学院经费划

分和预算管理、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使用范

围等都有明确规定。 虽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

一些诸如积压、浪费、挪用、占用民族高等教

育经费等现象，但出于民族高等教育事业的

发展需要，各所在区域政府基本上能依照政

策，在充分关注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实事求是、
精打细算地予以合理安排。

三、围绕“民族之中国”确立旨在走向现

代化的民族进步教育政策

１９６６－１９８８ 年，时间跨越了我国社会变

革的两大重要时期，即“文化大革命”和改革

开放初期，但在党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发展

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迭代”阶段。 因为，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生产力得到极大

发展，也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

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

互相往来和各方向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民族 的 片 面 性 和 局 限 性 日 益 成 为 不 可

能” ［４］１２８，一个更强调“多民族一体的中国”
在政策中凸显出来。 此阶段，中国民族高等

教育政策改革虽然多阻而曲折，既显现出为

“中国之民族”的特征，又出现了“民族之中

国”新特征的迭代，初步实现了从单纯的“补
偿性”政策向“补偿性” “特殊性” “发展性”
兼顾的政策转变。 但不可否认，这两个时期

因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理路和执行的不同，
造成了政策结果的巨大差异。 比如，１９６６－
１９７６ 年中国民族高等教育事业受到严重阻

碍，政策前景被修订为“民族大融合”和“全
面专政”，政治运动波及所造成的政策议定

场合分散不定，民族高等教育被认为“已经

完成了历史使命”，民族教育工作呈现出无

视“阶段均衡”要求而提前进入“政策统一”
的局面。 由此，政策行为背离了“渐进主义”
轨道，而出现了一系列以追求“剧烈变革”为
目的、措施激进的高等教育政策，如取消扶植

少数民族学生优先录取、少数民族预科班、少
数民族学生学费减免、民族语文教育等，不少

民族院校相继被合并、撤销，乃至停办达 １０
年之久［９］。

当然，我们既需要总结因过分强调“民
族之中国”的同一性，而无视“中国之民族”
的特殊性所带来的深刻教训，还应该充分肯

定在国事艰难之时，部分民族高等教育政策

方面的有益探索。 一是从蒙语课程的恢复到

编辑、翻译、师资和科技人员的培养逐步铺

开；二是逐步恢复并细化了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补偿性”政策，具有代表性的是 １９７８ 年

实行的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考生可用本民族文

字答卷，最低录取分数线及录取分数段，可适

当放宽；三是教师政策的恢复，比如 １９７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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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专、中师资问题意见

的报告》和 １９７８ 年《教育部关于切实做好援

藏教师选调、轮换工作的通知》，“师资援藏”
对口支援工作机制的创新与规模逐渐扩大。

１９７９－１９８８ 年间，民族高等教育事业全

面恢复，并以实现“民族之中国”的“四个现

代化”为中心任务。 １９７９ 年底，国家民委和

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民族学院工作的基本总

结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 （以下简称《报

告》）是这一阶段两个时期的分水岭。 因为

《报告》对新中国成立后 １７ 年的民族高等教

育工作给予高度肯定，也反思了“文化大革

命”所造成的后果，澄清了思想混乱。 《报

告》总结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实事求是、从
实际出发充分照顾民族特点的工作经验，并
进一步明确以民族学院为主要依托的民族高

等教育的办学方针和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中国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民族高等教育的

政策前景在于坚决执行新时期党和国家对民

族工作的任务，大力培养四个现代化所需要

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

人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１０］。 这一方针成为当时民族高等教

育各类政策的基准。 《报告》所部署的“一切

把教学作为学校经常的中心工作”即赋予于

“为国”“为民”的双目标，也是一种工作方针

和战略上的拨乱反正。 尤其是在“积极开展

科学研究工作”要求中，不仅认识到民族高

等教育对象的特殊性，更是将“民族的”上升

为“国家的”，可以说是对从“中国之民族”转
为“民族之中国”的生动注解。

应该说，“民族之中国”这一新的阶段性

特征生发于“中国之民族”，作为一个渐进过

程的政策定位，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有

关质量方面的政策，《关于在部分全国重点

高等学校试办少数民族班的通知》 《关于中

央、西北、西南民族学院 １９８０ 年预科招生计

划的通知》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出台，使“少数

民族班”和“预科班”在政策设计上开始趋于

制度化和规范化，为“中国之民族”的实践探

索提供了便利的途径与平台。 此外，这一时

期政策显现出的另一特点是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逐渐凸显。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有关

政策就规定，要求新疆高等学校结合地区实

际，开创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

的民族政策教育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

工作。 ８０ 年代后期《国家教委关于在各级学

校注意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加强民族团结教

育的通知》的相关条款要求，在各类学校中

对学生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增强民族团结教

育。 可以说，这既是基于为“民族之中国”的
政策发展共识，又是依据“中国之民族”的客

观情况和地方实际而落实实施，对促进全国

各民族的团结，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具有重要

意义。 二是在体制政策上最为集中的特点表

现为，坚持对口支援与重点支援相结合，有力

推进通过“民族之中国”解决“中国之民族”
的发展问题。 首先是构建起民族教育对口支

援体系，重点强调支援西藏地区和藏族教育

发展，民族学院干训工作的新发展等一系列

体制政策，比如“发展少数民族的中等专业

教育和高等教育” “保证自治地方在教育事

业上的自主权”“恢复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等
恢复、发展民族教育结构布局，即在“民族之

中国”的大格局下，推进“中国之民族”的教

育发展，既凸显了这一时期民族高等教育政

策的特征，同时也厘清了教育与行政之关系。
三是在师资政策上要求教师要以为“中国之

民族”服务为起点，逐渐实现向为“民族之中

国”服务的转变。 比如，以《教育部、国家民

委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为指导，
要求各自治区和各少数民族较多的省域，建
立并办好一批民族师范院校，重点提升教师

待遇，稳定少数民族班师资队伍。 其中还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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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提出，民族医学和民族艺术师资队伍要肩

负双重任务，既要担负教学任务为“民族之

中国”育才，又要基于“中国之民族”的发展

进行民族优质资源的搜集、整理、研究和编

写，从而实现民族高等教育师资发展“双效”
功能。 四是民族高等教育经费政策方面，在
充分明确保障性经费政策定位基础上，要求

在财政拨款上切实落实四个点：（１）解决民

族高等教育在办学过程中所必须的必要性经

费；（２）积极扶持、重点关注医学教育工作；
（３）在民族艺术教育经费拨款上保持适当比

例；（４）积极开展内地与边远民族地区高等

院校校际支援协作，多渠道开辟经费政策

路径。
四、围绕“中华之中国”确立旨在促进各

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

１９８８－２００２ 年间，中国进入深化体制改

革阶段，改革开放开启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

展的新阶段。 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确立，加之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问世，各民族共同繁

荣发展也掀起了高潮。 这一时期的民族高等

教育政策主要围绕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而展

开，“中华之中国”建设的价值开始彰显。
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我们党在

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 改革开放后，东部

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中部地区也有较大发展。
相比起来，西部特别是民族地区与东、中部的

差距越来越大。 可以说，如何尽快缩小东西

部差距，真正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这

一时期党和国家最为关注的工作之一，最终

促成了《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

策措施的通知》（２０００ 年）的出台。 从“民族

之中国”到“中华之中国”的演进，费孝通“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发挥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 １９８８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场学

术报告中，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特指中国

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并从理

论上系统论证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一

个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向意识自觉的民族实体

转变的过程。 这一理论的提出为中国民族高

等教育政策清晰地框定了施策主体，进一步

塑造了以构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阶段性政策形

象，更有利于国家稳定的阶段均衡，实现民族

团结的国家政策统一。 事实上，这一理论的

提出并非空中楼阁，在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层

面已有充分酝酿。 比如，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期在中南民族学院办高山族班，对台湾籍高

山族青年进行轮训，毕业考试合格者授予大

专毕业文凭。 这一政策的出台，虽然是出于

“对台工作的长远战略问题来考虑，采取特

殊政策进行培养” ［８］２３１，但随着对台工作的深

入发展，党中央又提出了“一国两制” 的构

想，为适应祖国统一大业的战略需要，不断扩

大高山族班的办学力度。 这实质上是站在为

“中华之中国”发展的高度上的民族高等教

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的政策背景和政策前提。
在此阶段的历史轨迹上，不难发现，中国

民族教育的中心任务是服务于国家层面的深

化改革、全面发展大局。 比如，通过进一步完

善招生和毕业生分配政策，加强和扩大民族

班、专业结构调整，加强教师队伍稳定建设等

措施，扩大了民族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增加了

民族高等教育学科门类。 由此，民族学院办

学条件持续改善，多形式、多层次、多规格办

学的优势得到发挥，民族高等教育发展进入

了快车道。 在继续遵循“为中国之民族”和

“为民族之中国”的基础上，实现了从“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自在状态向着“中华

民族认同”的自觉状态的转变，诞生了一系

列推动“中华之中国”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
一是立足中华民族的新定位实施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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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比如 １９９２ 年底从“中华之中国”站位提

出民族教育目标，“为继续巩固和发展我国

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

各民族共同繁荣，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顺利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１１］。 这从战略意

义上直观归纳和体现了“中国之民族” “民
族之中国” “中华之中国”的价值逻辑。 次

年，《国家民委关于加快所属民族学院改革

和发展步伐的若干意见》出台，为民族学院

人才培养改革明确了方向与要求，如强调为

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建立根据国

家和社会需求办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继续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

政策教育等，使学生有正确的民族观、宗教

观，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与此同

时，委属民族院校依据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

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特点，通过预测专业人才

的社会需求，不断进行结构调整，加强学科专

业建设，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二是扩大重点辐射民族群体使“中华民

族”之力量持续加强。 一方面，继续贯彻实

施智力支援西藏工作，内地与新疆高等教育

的支援协作战略全面启动，从新疆少数民族

生源扩招、在内地高校举办民族预科（班）、
本专科民族班等多方面落实责任，立足于

“中国之民族”促进边疆教育事业的发展，立
足于适应改革开放和开发大西北的“民族之

中国”战略需要，更是立足于加强民族团结、
巩固祖国边防“中华之中国” 的战略需要。
另一方面，民族院校发展在进一步理顺国家

民委、学校和地方关系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办

学体制改革，努力探索以国家民委为主、与学

校所在省（区）市政府双重领导、共同建设的

管理体制。 同时，在办学体制上，打破“条块

分割”和封闭的办学格局，进一步推进多种

形式的联合办学，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充分

利用现有教育资源，促进委属民族院校更好

更快地发展。
三是教师政策涉及层次多、覆盖面广、改

善力度大。 比如，通过教师队伍建设规划、解
决职业技术教育的师资匮乏、以经费投入倾

斜对口支援协作、服务地定向招生等政策措

施，持续改革民族师范教育；以提高教师待遇

加强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的培养，逐步增加应

用性学科教师的比重，提高教师队伍政治素

质和业务素质，逐步解决师资水平普遍较低

这一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四是经费政策的突出特点是以“中华之

中国”发展为目标，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大格

局着眼，在投入、分配、使用等方面形成定制，
包括明确国家扶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经费

投入原则，经费分配比例逐渐明晰，资助对象

和管理要求进一步细化。 比如，１９８９ 年国家

财政增列一笔少数民族教育专项补助费，从
当年起每年 ５０００ 万元，并以此为基数逐年上

增 １０％，单列民族教育补助专款；以增设“专
款专用”的基本原则，切实保证补助经费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国

家扶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多渠道筹

措教育经费、捐资助学；等等。 又如，逐步改

革民族院校投资体制和管理办法，有计划、有
针对性地解决民族院校来自边远少数民族地

区学生的生活困难问题。
五、围绕“中华之中国”与“世界之中国”

确立旨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

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

深入，一方面，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

增强，中国走向世界、参与世界规则制定并成

为世界之中国的呼声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到了历史上最接近的

时期，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必须高度统一起

来，勠力同心共同奋斗，“中华之中国”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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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愈加彰显。 由此，“中华之中国” “世界之

中国”交织共存，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

特征。 同时，由于国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

化，世界风云变幻不定，民族分裂现象频频出

现，对民族高等教育事业的渗透与干扰持续

存在。 但构筑中国特色民族高等教育的时代

任务，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共同奋斗的政策前景却越来越明晰。
尤其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 ［１２］的理念

进入公众舆论和国家议定场域的趋势越来越

凸显，国民情绪的高涨以及国家政策的转变

与强化，促使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围绕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凝聚强大力量，围绕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展现中国态度、中国责

任和中国特色，构筑现代民族高等教育体系。
２００２ 年《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

育的决定》出台，作为民族高等教育在“新时

期”渐进式阶段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不仅描

述了党的民族教育的指导思想、面临的新挑

战、新的政策形象，也体现出党的民族高等教

育对于建设“中华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
的推动作用。 新时期，“中华之中国”与“世
界之中国” 的交织是个大格局，“中华之中

国”呈现的是新时代党的政策形象的内向表

征，“世界之中国”则是新时代党的政策形象

的外向表征。
应该说，自建党以来，中国民族高等教育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引领下取得了功能性的

巨大成就，实现了“中国之解放”，促进了“中
国之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加强了“民族之中

国”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更是为“中华之

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

于历史、社会以及自然条件，特别是经济发展

水平等多种原因，我国民族高等教育还面临

着一些特殊的困难和问题，比如教育观念相

对滞后、少数民族学生入学和就业困难、民族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程缓慢、民族地区师资

队伍结构性紧缺、民族教育经费投入和办学

条件有限等，表明“中华之中国”的建设还任

重而道远，这些构成了民族高等教育通往

“世界之中国”的内在性缺陷。 此外，近年来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我国民族高等教育领域

面临更多外在性影响，为维护和平稳定服务、
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为展示和留下客观真

实的历史叙事服务，中国民族高等教育政策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政策前景，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展现出“中
华之中国”与“世界之中国”内外一体之大格

局、大决策，体现了中国责任、中国态度、中国

特色。
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民族高等教育政

策呈现如下几个方面特征：一是民族教育质

量政策的整体要求是构建中国特色民族教育

体系。 正如 ２００２ 年《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

民族教育的决定》所提出的，新时代民族教

育的最终目标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适应

２１ 世纪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充满生机

活力、较为完善的民族教育体系”。 之后，《关
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出台，开
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继续

以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为导向，以
少数民族班的建设为载体，以进一步办好民

族院校为保障，以加强民族院校“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科研与教学为补充，深化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高

等教育质量政策。 二是民族高等教育体制政

策要以突出并增强教育扶持力度，加强少数

民族学生招生、管理工作精细化，最终以维护

“中国之民族”发展；以高水平大学、地方政

府支持民族院校发展和优化民族高等教育布

局和结构实现“民族之中国”发展；以铸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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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和通过援藏、援疆

工作培养高层次人才体现“中华之中国”发

展。 进入新时代，最重要的是从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

历史方位，助力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将民族高等教育事

业提升到“世界之中国”的战略定位上。 三

是民族高等教育教师政策以“世界之中国”
定位，要求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最
重要的战略资源的观念，实施人才强校战略，
从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入手，带动教

师队伍的整体建设，加快造就一支多民族、高
质量、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尤其是努力造就一

支掌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具有马克思主

义民族观的高水平思政教师队伍。 四是民族

高等教育经费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 从宏观

层次上以加大对各类人才培养支持力度为总

体要求；从中观层次上以保障办学经费和办

学条件、多经济手段扶持民族院校发展、加大

科研工作经费投入为具体路径；从微观层次

上通过积极帮助贫困家庭学生完成学业，切
实有效落实民族高等教育经费政策。 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以“中华之中国”建设助力“世
界之中国”，使民族高等教育政策更加彰显

中国责任、中国态度、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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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ｎ ３０ ｐｏ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ｂｏｕｔ ｇｉｖｉｎｇ ｃｒｕｔｃｈｅｓ ａｓ ｇｉｆｔｓ． Ａｇｉｎｇ，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ａｏｉｓｍ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ｐｏｅｍ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ｕｔ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ｕｔｃｈ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Ｑ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Ｔｈｅｓｅ ｐｏｅｍｓ ｏｆｔｅｎ 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ｕｔｃｈ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ｐｏｅｍｓ ｏｆ “Ｇｉｖｉｎｇ Ｃｒｕｔｃｈｅｓ ａｓ Ｇｉｆ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ｒｕｔｃｈｅｓ；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ｎ Ｍｉｎｚｕ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ＡＮＧ Ｃｕｉ⁃ｐ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Ｚｈ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ｅｔｈｎ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ｅｍｂｏｄ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ｒｕｔｈ
ｆｒｏｍ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ｓｏｌｉｄ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ｏｎ ｔｈｅ １００⁃ｙｅａ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ｅ ｃａｎ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ｅｔｈｎ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ｄｅｅｐｌｙ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ｇｏ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ｚｕ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ｏｆ Ｍｉｎｚｕ”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ｉｔ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ｍｏｖ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ｆ Ｈｕａｘ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ｈｉｓ ｌｏｇｉｃ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ａ ｐａｔｈ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Ｍｉｎｚｕ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Ｍｉｎｚｕ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ｉｎｚｕ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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