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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其丰富且科学的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解决民族问

题的行动指南，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得到

了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上，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并对民族工作作出了重要

指示和批示，提出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时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重要原创性论断，并要求以此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

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

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民族

理论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方法原则、理论基础并指明了发展方向，

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由于国内民族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以及国际局势矛

盾此起彼伏，蓄意挑拨中华各民族间矛盾的情况依旧存在，对我国民族团结产生

了一定的威胁，因此，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也不免存在着一些问

题。鉴于此，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应结合当今时代中国面临的种种民族问题，

立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体实践，坚持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科

学内容，探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对策，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进而在最大程度上凝聚起民族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

论文主体由五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概念为切入

点，对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同时从理论根基、历史之承和思想源流三个方面来分析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的根本依据，进而为后文的进一步研究奠定牢固的基础。

第二部分，总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主要内容。在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处理民族工作的方法，

为了在多民族的中国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在当下中国发生的新

情况、新问题，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必须回归经典原著，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的主要内容进行系统化地梳理。根据第一部分中对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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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阐述，总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质性要点：民族和谐

理论、民族发展理论和民族解放理论。

第三部分，探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意义。

理论意义在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和谐理论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提供方法原

则、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奠定理论基础、马克思

主义民族解放理论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指明发展方向；实践意义在于有助

于实现各民族的繁荣发展、有助于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并维护国家统一、有助于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四部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视域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状进

行了系统分析。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全面、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

义民族理论视域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的成绩。同时，基于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视域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

体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多

元化思潮冲击以及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

第五部分，积极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需

要全方位、多层次、多维度地把握和理解，并在实践中一以贯之，因此需要坚持

问题导向，从突出政治保障，强化政治引领；推进经济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构

筑精神文化家园，强化情感归属；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筑牢民生基石四个方面为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视域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针对性的对策。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民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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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 选题背景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南，并随着实践的深

入而不断完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准确把

握我国基本国情，并以此为出发点，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上，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党的十九大上正式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①
并要求要以此为主线做好民族工作。然而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某些西方国

家意图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与统一稳定，制造民族问题和冲突。因此，在复杂的

国际形势背景下，探索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来应对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进而强化民族团结与凝聚力，显得至关重要。这一

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对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与进步具有深远意义。

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一，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随着社会的变革，民族问题

也在不断演变。新时代背景下，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行时代化的概括，

同时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对我国的民族新问题进行科学分析，由此有

利于制定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政策，从而更好开展民族工作。这不仅有利于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我完善，也有利于更好地解决现实中的民族问题。

第二，有助于完善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马克思主义是党在实践中发挥

重要作用的指南，起到了引领作用，并且在新时代继续指导着我们前进。因此，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的民族问题，对解决民族问题和

完善党的民族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2）现实意义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

2022年 10月 26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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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有利于实现各民族的繁荣发展。针对不同民族地区的现状，进一步将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时代化，对症下药，是我国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必然选

择。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才能推动我国民族工作不断

迈上新的台阶，为实现民族复兴和共同富裕打下基础。

第二，有助于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维护国家统一。步入新时代，我国民族问

题的复杂性与国际性日益突出。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民族矛盾持续变

化，对民族政策构成了全新的考验。因此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视域下推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助于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的统一和

稳定。

第三，有助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有利于强化各族群众情感归属、

厚植家国情怀，鼓舞各族人民为之不懈拼搏，打牢各族奋斗的现实基础，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早日实现增添动力。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解决民族问题的行动指南，立足于新时

代的民族工作，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上正式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重大原创性论断，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以中国知网为文献来源，以“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题进行检索，可以发现国内外涉

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研究很多，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视域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研究成果较少。

1. 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内容的研究。通过研究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

相关著作，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阐述最开始是通过对具体国家的

民族问题的思考中而表述出来的，从中凝练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关怀。1847

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纪念波兰起义十七周年大会上指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

是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
①
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灭民族剥削和

民族压迫。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十分关注现实的革命运动，用思想的武器来

指导现实的民族革命运动。蔡笛（2020）从价值、理论、实践三种维度探析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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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内容。王钰（2020）指出马克思分析了民族的本质并探讨了民

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强调“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重要原则。

第二，关于民族内涵的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首先要了解的就是关

于“民族”的概念。但是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民族”并没有下一个清晰的

概念，目前使用最多的是斯大林关于“民族”的概括：“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

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

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①

第三，马克思民族理论的意义研究。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价值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两个方面的研究。邢瑞娟、王健（2020）指

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民族思想，并成为人们正确认识民族问

题的指导。马玉欢、张亮（2016）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指

导了中国的革命，在其指导下有效地促进了中国民族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曲璇

（2022）在文中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具体的概括。

第四，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研究。进入新时代以来，关于马克

思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如王希恩（2022）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中国化进程阶段性的成果概括为毛泽东的民族理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以及习近平关于处理和解决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吴苑毓、何

成学（2022）站在百年党史的角度精准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中

的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和工作创新。曲璇（2022）从路径角度进行梳理，指出今

后的工作应立足于实践，坚持人民至上、党的领导、科学方法和加强民族观教育

四个方面入手。

（2）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

第一，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分析。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多数

学者都从其“共同性”出发来进行概念解释。管健、杭宁（2021）认为中华民族

共同体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为核心，是“涉及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的多

维系统”。
②
董慧、王晓珍（2021）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认为中华民族共同

①
《斯大林全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 294页。

②
管健、杭宁：《知情意行：四维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6期，第 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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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意识是“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社会意识”。
①

第二，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义研究。通过查询资料发现，

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义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陈智、赵文铎、

宋春霞（2022）强调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欧阳恩良、刘志贻（2019）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利于推动我们民族问题的

解决，同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第三，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境遇。关于现实境遇，学者们大

多从国内、国外两个视角来分析阐述，但是同时代背景的契合度有待提升。周泉

（2022）指出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现实张力和利益冲突、社会主义现代化进

程中的社会矛盾变化等问题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孔亭

（2022）认为民族分裂势力和地区分裂势力依然存在、民族问题掺杂政治因素使

相关问题变得复杂等因素是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第四，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培育路径。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培育路径，

学者们利用多元化学科知识和研究视角进行梳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等多个领域。刘吉昌、曾醒、金炳镐（2022）在文中强调要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

利益进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李娜、胡兆义（2021）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设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治等方面加强，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

（3）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相关研究

根据对现有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分析，关于直接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视角，

深入探讨如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献数量相对较少。通过文献搜索查询，

关于马克思民族理论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论文和期刊主要有：张新、毛

嘉琪（2022）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逻辑理路进行了内在阐释，其中涵盖了三

个重要维度。沈培建（2022）指出为了有效应对西方族群话语的学术挑战，必须

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进程，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意识。卢姿元（2021）以马克思民族理论为指导，兼顾新时代我国民族

工作现实需求，探讨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使命；曹龙凤（2022）深

入剖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视角下“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源流，并探讨了马

①
董慧、王晓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现实挑战及铸牢路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 4期，第 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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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民族观在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借鉴价值。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为本文奠定了基础，但是后续研究还有

较大的深化拓展的空间。首先，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需多样、理论需系统、

跨学科融合度需提升。其次，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践性发掘不够。最后，

在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背景下，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进而推进中

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还需进一步深化研究。

2. 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并没有国外学者专门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视域下推进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的研究，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直接研究也很少。通过搜集并查阅相关研

究资料，国外学者多是在民族基础理论及共同体相关课题方面展开研究探讨。

（1）民族基础理论的研究

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后民族结构》中指出无论从政治还是其他概念上讲，

民族都不适合用来描述目的，民族的演变是与文化的演进相符合的，只有追求民

族自决才能达成政治上的独立。安东尼•史密斯在《民族主义》中从不同的视角

对民族的种群性做了阐述，并对“族群”“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的国家”

等相关概念进行了概述，认为民族是“所有成员拥有共同的法律与习惯的人类共

同体”。
①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认为“民族”不可能具有

永恒不变的唯一定义，他认为民族并非永恒不变的实体，而是塔顶时空的产物。

詹姆斯•梅奥尔在《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中探讨了民族观意义上的国际社会，

对其主要内容进行了界定，并考察了民族主义理念是如何影响国际社会的发展的。

（2）关于共同体的研究

国外关于“共同体”的研究，最早是德国的斐迪南•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建

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同时，滕尼斯还

指出了血缘、地缘、宗教三者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英国学者齐格蒙特•

鲍曼认为“共同体”是舒适的，充满希望的世界。在“实际存在的共同体”之中

人们可能有所获得但是也会有所失去，但是在“想象的、梦想的共同体”中人们

可以感受到温馨、安全和信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

义的起源与散步》一书中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

①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21 年，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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