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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对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 
杨银霞 

(青海民族大学 法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7) 

[摘  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际地位也有

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有许多国家不断地以中国少数民族人权遭受损害为借口来干涉中国的内

政。所以，如何保护我国少数民族人权、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成为了当今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主

要问题之一。只有维护好地区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才能够更好地保证国家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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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也是

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

8.49%。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

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权问

题，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权问题受到许多人关注。如

何处理好民族间的关系，维护好少数民族人权问题，

成为我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

题。要想维持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保证社会和地

区的稳定，就必须切实做好保障少数民族人权工作。 

一、我国少数民族人权的发展历程  

人权思想产生于 17、18世纪的西方国家。当时

正值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期，当时的资

产阶级大力宣扬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主

张国家应当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当时的人权思想

是基于自然权利学说和社会契约学说产生的。这里

所说的人权包括少数民族人权，随着时代发展，少数

民族人权保护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 

我国的人权思想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当时由

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的大门被打开，西方资本

主义人权思想随之传进中国。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

建社会，人民的思想和自由长期受到禁锢，所以一

些思想先进的国人大胆提出要保护人权，在这其中

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其中，民

族主义就倡导各民族人民的权利平等，认为少数民

族也应当享有与其他公民相同的权利。在中华民国

所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当中就明确提出各

族人民具有平等的地位，这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人权

保障的开端。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苏维埃政权在中

国建立，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重视

保障少数民族利益，主张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统一。

在中共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颁布的《关

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就明确提出，

在苏维埃共和国内的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具有

平等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不得对少数民族进行

种族歧视以及采取任何手段的限制其权利的行为
①
。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实现了当家

作主，中国废除了私有制，在政治上实现了社会主

义公有制，这也为更好地保障少数民族人权建立了

很好的条件。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快速前进，党和国家的工

作中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中来，中国民主法治的建

立和完善，民族区域制度不断发展，国家主张民主

之间的相互平等、相互合作，这些都极大地推进了

我国少数民族人权的发展进程。 

二、少数民族人权保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重要意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是所有社

会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民族关系涉及到少数

民族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方面的问题，在民族关系当

中少数民族人权的保护是维护民族关系中的重要的

一环，民族关系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的稳

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全国各民族人

民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

互助就显得越发的重要。保护好少数民族人权对于

更好的协调民族关系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协调当中，最主要的问题就

是如何保障民族利益、民族权利和民族区域的不断

向前发展，这三点基本上涵盖了少数民族人权的几

大方面。我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

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个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

关系
②
。我国的少数民族人权保障主要包括以下的几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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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的发展，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缩

小各民族、各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切实的做好少数

民族地区的经济保障工作。只有民族区域间经济协

调发展，才能够更好地协调民族关系。各民族之间

的和睦相处、团结互助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如果民族间出现纠纷和摩擦，势必会影响到国内的

和谐，阻碍经济的前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

族间的经济交流不断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

了进一步的发展，市场之间的竞争不断激烈，在市

场竞争过程中，产生矛盾和纠纷是不可避免的，特

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如果市场竞争影响到少数民

族经济的发展，就会造成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影

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所以我们必须要注重提高少

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

发展。要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区域经济，不断缩小我

国东西部之间的区域差距，加强西部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改善民生，保障好少数民族人民的经济利益。 

在政治方面，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合法的政治权

利。我国宪法规定，凡是我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

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享有相同

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③
。在我国的全国代表大会中也

有专门的少数民族代表席位。少数民族拥有和汉族

相同的政治权利，具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这体现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少数民族人

民可以自己管理本民族的地区事务，这会激发少数民

族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少数

民族人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在文化方面，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少数民族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有

了少数民族文明，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

化。各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风俗文化和宗教信仰。

随着民族间的交往不断深入，文化之间也会产生冲

突，这也是影响民族之间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们应当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信仰，

保障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 

在对外关系方面，少数民族人权问题属于敏感

性的话题，可能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利用，成

为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干涉我国内政的借口。近

些年来，西方国家屡屡借西藏问题、新疆问题来对

我国少数民族政策进行指责，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经

济发展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保障我国少数民族

人权能够有效地遏制外国借人权问题对我国的横加

指责，对我国的民族统一和边疆的和平稳定都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 

三、我国在保障少数民族人权方面所遇到的问

题及其解决途径 

（一）我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我国虽然在少数民族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重大

的成就，但是依然存在很多问题，而产生这些问题

主要有一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区域

间的差距较大，这直接影响到了民族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有了快速的

发展，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也

在不断拉大。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集中的区域，

这些地区大多处于偏远地区，信息和交通都不方便，

所以这给西部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导致

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比较低。经济的落后

和区域的发展不平衡直接影响到了民族关系，从而

减缓了我国共同富裕的步伐。 

其次，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国家

的政策和措施不能被有效落实，区域民族自治的优

势未能够真正得到体现。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设施落

后，师资力量和教育水平与发达区域相比都比较差。

有些地方政府也没有能够很好地深入到群众中去，不

能够立足于区域的实际来保证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 

第三，我国的民族区域法律制度还不是很健全，

对于如何保障人权方面还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法律

规范。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思想较为落后，没有充分

认识到保护自身权利的必要性，导致该地区出现有

法不依的局面。这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人权的保障。 

（二）我国少数民族人权问题的解决途径 

在保证少数民族人权方面我们应当采取以下几

点对策： 

首先，要大力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水平，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我们

应当紧紧围绕着经济发展，把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生

产力作为当前主要的任务。要千方百计地提高少数

民族人民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更好地保障

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合理地转移少数

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人才，加

强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第二，应当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水平，普及

法律知识，使少数民族人民认识到保护自身人权的

重要性。保障少数民族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深入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继续发展区域民主。

政府应当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资金投入力度。通

过教育改变少数民族区域落后的现状，增强民族间

的团结与社会的稳定。 

（下转第 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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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些小博物馆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县级博物馆，由

于观念的陈旧以及博物馆专业教育人才的不足等原

因，青少年教育还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上述博物

馆应注重博物馆教育人才的引进，并且向青少年教

育发展较好的大型博物馆学习，而大型博物馆则需

加强对前者的支持和援助，以促进不同规模、不同地

区和类型的博物馆的青少年教育的均衡和共同发展。 

（三）寓教于乐，充分发挥实际功效 

有学者指出，我国大多数博物馆的青少年教育

形式较为单一，以说教为主,难以对青少年产生吸引

力。博物馆的青少年教育一方面要以博物馆的馆藏

资源和展览为基础，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孩子好奇、

好动的天性，按照他们的天性设计出一系列有趣、

能动手操作的互动性教育活动，如开辟儿童体验区、

探索区，在展览参观中增加儿童互动环节等，让博

物馆成为青少年愿意去、经常去的场所，真正发挥

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的实际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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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research on the american museums’ children and you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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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the concrete forms of American museums’ children and 

youth education, reaching the idea that the youth education of American museums started very early and well 

match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oung people, with varied forms and achievements. Compared with American 

museums, adolescent education of museums in China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and learn more from American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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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保证我国民族区域制度能

够顺利地实施。在少数民族地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

观，制定有效的民族自治条例与法规，使少数民族

人权保障有法可依。 

保障少数民族人权对于我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们应当重视保护少数民族人权，协调民族间

的关系，不断促进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 

注释: 

①金炳镐，王铁志.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通论[M].哈尔

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31. 

②庚以泰.民族区域自治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1989，27. 

③杨侯第.中国少数民族人权述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54. 

[责任编辑  王云江] 

On the value of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YANG Yin-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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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multinational country.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conomy has developed by leaps and bounds, 

and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has also been greatly improved. But many countries continue to interfere with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with the excuse of the damage to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China. Therefore, 

how to protect the human rights of our country, and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minority area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in problems fac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day. Only by maintaining a good regional stability and 

national unity,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s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can be better e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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