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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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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加强和推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形成共同

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大磅礴力量。	

实践证明，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本国还是国际，民族问题仍是人类

社会历史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解决好民族问题可以实现民族的和谐与发

展，可以兴国安邦，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反之，就会纷扰不断，甚至战乱频仍，

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阻碍社会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对民族问题有着清

醒的认识、透彻的了解，才一而再地强调指出，民族工作是关乎大局的工作，是

我们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只要我

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

局面，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马克思在《<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

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我国是多民族

国家，在新的征程中，在实现第二百年奋斗目标的征途上，需要哲学精神武器、

需要思想闪电来引领、加强、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大联合，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

合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哲学精神武器和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唯物主义。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社会形态更替的深层

动力。贫穷是引爆危险的潜在风险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应以促进社会生产力

高度发展为基础。马克思指出，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

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然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



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

展，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必为生活必需品而争斗，这势必会削弱甚至瓦

解已经形成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当前，民族问题仍然主要集中反映在少数民族和

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建设的问题上。加速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要求平

衡发展生产力，逐渐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根据马克思主义内因外因共同作用原理，

生产力平衡发展，一方面要积极努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少数民

族必须主动寻求多种措施积极发展自己的生产力，努力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生产力

差距。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促进或阻碍的反作用。毛泽

东指出：“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

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通过生产关系革命促进生产力发展，以消除

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的重要着力点之一。生

产关系通常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由

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尽管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

关系是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但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对生产力的发

展无疑会具有抑制性反作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基本上是适合我国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不完善的方面主要存在于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产品

分配关系上。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影响制约着产品分配关系，产品分配关系反过

来也制约影响着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

个和尚没水喝”寓言，一方面生动说明了生产关系这两方面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

用关系，另一方面也形象地反映了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与产品分配关系之间的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

保护生产力。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资源丰富、生态脆弱、物质生产力落后的西部

地区，应该享有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居民同样或相当的产品分配权利。如果西

部少数民族因物质生产力落后而享受不到相应的产品分配权利，他们不断致力于

物质生产力提高以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情况，势必会破坏生态环境生产力，最终

也势必会妨碍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制定科学合理的民族之间的产品分配

关系，规范生产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应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内容。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

础。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实质上就是反作

用于生产关系，并间接反作用于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不加强精神文

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

建筑，总体上是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但同样也存在不完善的方面，这集中

体现在文化观念领域上。因此，变革文化观念使之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基础相适应，

应该也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的重要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要求我们正

确把握民族间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按

照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原则来变革文化观念。同时，

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应该积极主动变革本民族的与现阶段经济基础不相适应

的文化观念、传统习惯习俗，来一个彻底的意识革命。此外，少数民族要努力学

习普通话，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经济基础变革的要求，而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

也应该学习该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以提升工作效果，切实有效地帮助少数民族更好

地适应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团结和谐，则国家

兴旺、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反之，则国家衰败、社会动荡、人民遭殃。党中央

强调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

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

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新时代要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

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大联合，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指导引领党的民族工作

的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