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二○○五年二月·北京 

  目  录 

  前  言 

  一、统一多民族国家国情与民族区域自治 

  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地位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 

  三、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 

  四、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支持和帮助 

  五、民族自治地方各项事业的历史性发展 

  结 束 语 

  附录：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基本情况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迄今为止，通过识别并由中央政

府确认的民族有 56 个。中国各民族之间人口数量相差很大，其中汉族人口最多，

其他 55 个民族人口相对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据 2000 年第五次全

国人口普查，55个少数民族人口为 1044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8.41%。中国各

族人民都为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创造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推动中国历史的

发展进步，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

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于加强各民

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加快民族自治地方发展，促进少数

民族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一、统一多民族国家国情与民族区域自治 

  中国共产党自 1921年成立后，就积极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成功地制定和执行了民族政策，团结并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胜利。1949年 9 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根

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各民族、各党派代表共同协商决定，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通过了在当时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这个纲领专章阐述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并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确



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新中国之所以作出这一重大历史抉择，主要基于对中国国情

的把握。 

  (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依据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早在公元前 221年，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 206年)就实现了国家的第一次大统

一，随后建立的汉朝(公元前 206年—公元 220年)进一步发展了统一的局面。秦

汉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统一法律、文字、历法、车轨、货币和度量衡，促进了各

地区各民族的交流，奠定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格局。此后，无论是汉族建立的隋(公元 581—618 年)、唐(公

元 618—907年)、宋(公元 960—1279年)、明(公元 1368—1644年)等朝代，还

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元(公元 1271—1368年)、清(公元 1644—1911年)等朝代的中

央政权，都以中国的“正统”自居，把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最高政治目标。 

  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大都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政策，即在

实现政治统一的前提下，保持民族地区原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汉朝在今中

国新疆地区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唐朝在这一地区设立的安西和北庭两大都护府，

都只管理军政要务。清朝中央政权针对不同民族地区的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措

施：蒙古族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对西藏则派驻藏大臣，通过册封达赖和班禅两大

活佛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在新疆维吾尔族最集中的地区实行伯克制度；对南方一

些少数民族地区则实行土司制度。尽管在旧的社会制度下各民族之间不可能形成

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关系，民族间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冲突甚至战争，但是，

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交流，不断增进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和认同感。 

   (二)近代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实行民族区

域自治的政治基础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的 110年间，中国屡遭帝国主义侵略、欺凌，中国各

族人民陷入被压迫、被奴役境地。在国家四分五裂、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御外侮，为维护国家主权统一、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1937—1945年)时期，中国各民族进

一步联合起来，同仇敌忾，抗击侵略，保家卫国。回民支队、内蒙古抗日游击队

等许多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抗日力量，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谱写了可歌可泣的

历史篇章。中国各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针对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在

帝国主义势力的扶持下，策划、制造“西藏独立”、“东突厥斯坦”、伪“满洲

国”等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各族人民深切

体会到：伟大祖国是各民族的共有家园，只有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各民

族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发展进步；中国各族人民只有更加紧密地团结和联

合起来，才能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 

   (三)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人口分布格局，各地区资源条件和发展的差

距，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现实条件 



  中国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也是各民族之间彼此交融的历史。在长期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频繁迁徙，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汉

族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遍布全国。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且主要居住在广大边

疆地区，但在内地县级以上行政区域都有少数民族居住。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相互依存的人口分布状况决定了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为基础，建立不同类

型和不同行政级别的民族自治地方，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和各民族的共同

发展。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面积广大，自然资源丰富，但与其他地区特别是发达地

区相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可以在充分发挥少数

民族地区优势的同时，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加

快少数民族地区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和各民族

的共同繁荣。 

  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地位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 

   (一)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地位 

  1954 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载入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之中。此后中国历次《宪法》修改，都

载明坚持实行这一制度。2001年修改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以下简称《民族区域自治法》)则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家的一项

基本政治制度”。 

  早在 1952年，中国政府就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自治机关的组成、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等重要问题作出

明确规定。1984年 5月 31日，在总结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础上，第六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并决定自同年 10月

1日起正式实施。2001 年，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加快民族自治地

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充分尊重和体现民族自治地方各族人民意愿的基

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了修改，使这一法律更加完善。 

  《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

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它规范了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

的关系，以及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之间关系，其法律效力不只限于民族自治地方，

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执行该项法律。 

  (二)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 194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解放的蒙

古族地区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

1955年 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 年 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8

年 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 9 月，西藏自治区成立。截至 2003年

底，中国共建立了 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 5个自治区、30 个自治州、



120个自治县(旗)。根据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在 55个少数民族中，有

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71%，

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 64%左右。 

  鉴于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域较小、人口较少并且分散，不宜建立自治

地方，《宪法》规定通过设立民族乡的办法，使这些少数民族也能行使当家作主、

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1993年，中国政府颁布《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

以保障民族乡制度的实施。截至 2003年底，中国在相当于乡的少数民族聚居的

地方共建立了 1173 个民族乡。11个因人口较少且聚居区域较小而没有实行区域

自治的少数民族中，有 9个建有民族乡。 

  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划分三级行政地位

的依据，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的多少、区域面积的大小。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护国家的

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上级国家机关和民族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都要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根据当地民族关系、经济发展等条件，并参酌历史情

况，可以建立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自治地方，如西藏自治区、四川凉

山彝族自治州、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等；也可以建立以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

础的自治地方，如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

自治县等。 

  一个民族自治地方内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建立相应的自治地方或者民

族乡，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建有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焉耆回族自治县等。民

族自治地方依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可以包括一部分汉族或者其他民族的居民区

和城镇。 

  一个民族有多处大小不同的聚居区，可以建立多个不同行政地位的自治地方，

如回族在全国建立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河北孟村回族自治

县等多个不同行政地位的民族自治地方。 

  民族自治地方的名称，除特殊情况外，按照地方名称、民族名称、行政地位

的顺序组成，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是地方名称，“壮族”是民族名称，

“自治区”是行政地位。 

  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区域界线的划分、名称的组成，由上级国家机关会同

有关地方的国家机关和有关民族的代表充分协商拟定，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报请

批准。自治区的建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自治区的区域划分以及自治州、

自治县的建置和区域划分由国务院批准。民族自治地方一经建立，未经法定程序，

不得撤销或者合并；民族自治地方的区域界线一经确定，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变

动。确实需要撤销、合并或者变动的，由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和民族自治地

方的自治机关充分协商拟定，按照法定程序报请批准。 

   (三)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组成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

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

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

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自治

地方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应当合理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

族的人员。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应当合理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

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三、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

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行使自治权，

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上级国家机关保障民族自治地

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一)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 

  民族自治地方各族人民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选出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成自治机关，行使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民主权

利。中国 155个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都有实行区域自治的

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全部由

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 

  为切实保障自治机关充分行使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政治权利，上

级国家机关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各级干

部和各种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专业人才。截至 2003年底，少数民族干部和各

类专业人才的总数达到 290多万人。 

  同时，各少数民族还通过选出本民族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行使管理国

家事务的权利。自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

族代表的比例都高于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例如，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少

数民族代表 415名，占代表总数的 13.91%，高于人口比例 5.5个百分点。每个

民族都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民族都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 

  (二)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 

  《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

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立法法》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

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依法对法律、行政法规、地

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自治地方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民

族区域自治法》还规定：“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

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



或者停止执行”。截至 2003年底，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自治条例 133个、单行

条例 384 个，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本地的实际，对婚姻法、继承法、选举法、土地

法、草原法等法律的变通和补充规定有 68 件。 

   (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

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

执行职务的，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语言文字为主。内蒙古、新疆、西藏等

民族自治地方，都制定和实施了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有关规定或实施细

则。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帮助 10多个少数民族改进和创制了文字。到 2003年底，

中国有 22个少数民族使用 28种本民族文字。在中国，无论在司法、行政、教育

等领域，还是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都得到广泛使用。

现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

重要会议上都提供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等民族语言文字的

文件和同声传译。 

  (四)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少数民族群众大多有宗教信仰，有的民族多数群众信仰某种宗教，如藏

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回、维吾尔等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

关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保障少数民族

公民一切合法的正常宗教活动。截至 2003年底，西藏自治区共有 1700 多处藏传

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 4.6万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清真寺 23788 座，

教职人员 26000多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共有清真寺 3500多座，教职人员 5100

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进行，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 

   (五)保持或者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各少数民族都有按照传统风俗习惯生活、进行

社会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包括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尊重和照顾少数民族的节

庆习俗，保障少数民族特殊食品的经营，扶持和保证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和

供应以及尊重少数民族的婚姻、丧葬习俗等。同时，提倡少数民族在衣食住行、

婚丧嫁娶各方面奉行科学、文明、健康的新习俗。 

   (六)自主安排、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事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

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本地方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具

体条件，自主地安排地方基本建设项目；自主地管理隶属于本地方的企业、事业。

民族自治地方依照国家规定，可以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经国务院批准，可以

开辟对外贸易口岸；民族自治地方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



根据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各民族自治地方结合实际，都制定

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目标和措施。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

公害。根据法律规定，确定本地方内草场和森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依法管理和

保护本地方的自然资源；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家的统一规划，对可以由本地方开发

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例如，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充分发挥世界

自然遗产九寨沟、黄龙的优势，把旅游资源转换为旅游产业，在保护中开发，在

开发中保护。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

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

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机动资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

占比例高于一般地区。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的过程中，自行

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同时，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

国家税法的时候，除应由国家统一审批的减免税收项目以外，对属于地方财政收

入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可以实行减税或者免税。 

   (七)自主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等社会事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的规定，决定本地

方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

招生办法。在少数民族牧区和经济困难、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山区，设立以寄宿

为主和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保障就读学生完成义务教育阶段

的学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

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根据不同情况从小学低年级或

者高年级起开设汉语文课程，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

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民族文化事业。组织、支持有关单位和部门收

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民族历史文化书籍，保护民族地区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

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截至 2004年 8月

底，中国有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 29个，其中，在民族自

治地方的文化遗产有拉萨布达拉宫、丽江古城等 2个；自然遗产有九寨沟、黄龙

风景名胜区和“三江并流”自然景观等 3个。此外，纳西东巴古籍文献列入“世

界记忆遗产名录”。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决定本地方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普及科学

技术知识。自主地决定本地方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划，发展现代医药和民族

传统医药。截至 2003年底，全国共有民族医院 157个，其中藏医院 55个，蒙医

院 41个，维医院 35 个，傣医院 1个，其他民族医院 25个，实有床位 5829 张。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体育事业，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截

至 2003 年底，中国共举办 7次全国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2003 年，在宁



夏回族自治区举办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共有 14个竞赛大

项，表演项目 125 个。     

  四、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支持和帮助 

  《宪法》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民族

区域自治法》进一步把上级国家机关支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快发展，明确规

定为一项法律义务。为贯彻落实《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中国政

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一)把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摆到突出位置 

  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充分尊重和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特

点和需要，根据全国发展的整体布局和总体要求，将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摆

到突出的战略位置。为加快西部地区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中国政府于 2000

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全国 5个自治区、27个自治州以及 120个自治县(旗)

中的 83 个自治县(旗)被纳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还有 3个自治州参照享受国家

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 5年来，西部地区陆续新开工 60个

重大建设工程，投资总规模约 8500亿元人民币，对带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和社

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优先合理安排民族自治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资源的时候，适当提高投资比

重和政策性银行贷款比重。需要民族自治地方配套资金的，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减

少或者免除配套资金的照顾。中国政府自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开始，

就在民族自治地方安排了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如内蒙古包头钢铁基地、宁夏青铜

峡水电站、新疆石油勘探等，以及四川至西藏、青海至西藏、新疆至西藏等公路

干线和包头至兰州、兰州至西宁、兰州至乌鲁木齐的主要铁路干线。20世纪 90

年代，修建了宁夏中卫至陕西宝鸡铁路、新疆南疆铁路、塔城机场等一批大型交

通设施。2000年以来，国家通过投资建设“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

铁路等一批重大工程，帮助民族自治地方进一步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国家对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给予特殊安排。1984—1994年，

国家投资、全国 9省市援建西藏 43项工程，总投资达 4.8亿元人民币。1994—2001

年，中央政府直接投资 39亿元人民币，建设了 30项工程；东部发达地区对口支

援投资 9.6亿元人民币，援建了 32项工程。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期

间，中央政府在西藏投资 312亿元人民币，建设 117个项目。 

  从 1999年开始，中国政府相继大规模地实施了惠及所有民族自治地方的

“贫困县出口公路建设”、“西部通县油路工程”、“县际和农村公路建设”等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共投资近 1000亿元人民币，新建和改造了 22.5 万公里农村

和县级道路，使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 

  (三)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持力度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各级政府逐步加大对民族自治地

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国家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

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方式，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资金投

入，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从

1955年起，中国政府就设立“民族地区补助费”，1964年设立“民族地区机动

金”等专项资金，并采取提高少数民族地区财政预备费的设置比例等优惠政策，

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80—1988年，中央财政对

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等 5个自治区以及云南、贵州、青海等 3个少

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省实行财政递增 10%的定额补助制度。1994年，国家实施以分

税制为主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原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补助和专项拨款政策全都

保留下来。国家在 1995 年开始实行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中，对内蒙古、新疆、

广西、宁夏、西藏等 5个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等 3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

省以及其他省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专门增设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性转移支

付内容，实行政策性倾斜。 

  (四)重视民族自治地方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中国政府确定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中的四个重点地区和四项重点工

程全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

项目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全国 22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近半数在少数民族

地区，如四川若尔盖湿地自然保护区、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等。此外，国家

还在新疆实施了“塔里木盆地综合治理工程”，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实施了

“三江源保护工程”，并高度重视南方喀斯特地区的生态治理。 

   (五)采取特殊措施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教育事业 

  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发展各类教育事业。民族自治地

方是国家实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攻坚计划的重点地

区。国家实施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主要也是面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同时，国家举办民族高等学校和民族班、民族预科，招收少数民族学生。高等学

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收新生的时候，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

对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考生给予特殊照顾。目前，中国共建立了 13 所民族高等

院校，主要用于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同时又在发达地区开办民族中学或者在普通

中学开设民族班，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中国政府为加大对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

才的培养力度，决定从 2005年起在少数民族地区试点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 2500

人，力争在 2007年达到年招生 5000人、在校生总数 1.5万人的规模。 

  (六)加大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 

  中国政府自 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规模地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工作以来，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始终是国家重点扶持对象。1986年首次确定的 331个国家

重点扶持贫困县中，民族自治地方有 141个，占总数的 42.6%。1994 年国家开始

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在确定的 592 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中民族自治地

方有 257 个，占总数的 43.4%。从 2001年开始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再次把民族地区确定为重点扶持对象，在新确定的 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中，



民族自治地方(不含西藏)增加为 267个，占重点县总数的 45.1%。同时，西藏整

体被列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扶持范围。 

  1990 年，国家设立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重点扶持少数民族

贫困县。1992年，国家设立“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主要用于解决民族自治地

方发展和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的特殊困难。国家从 2000年起组织实施“兴边富

民行动”，对 22个 10万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采取特殊帮扶措施，重点解决边境

地区、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 

   (七)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社会事业的投入 

  国家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

的医疗保障水平。2003年，国家对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等 5个自

治区卫生专项投入资金累计达 13.7亿元人民币，主要覆盖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专科医院建设、农村合作医疗、重大疾病控制等方面。 

  1998 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对中部地区国家扶

贫开发重点县和西部地区给予专项补助，大大改善了少数民族地区广播电视事业

发展的状况。到 2003 年底，共补助资金 4.5 亿元人民币，解决了 117345 个行政

村的 7000 多万村民收听广播、收看电视的问题。其中，内蒙古、新疆、广西、

宁夏、西藏等 5个自治区和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少数民族比较集中

的省共有 54365个行政村实施了“村村通”工程。2004年，国家又启动了全国

5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工程，预计两年内完成工程量约 9万个。其

中，上述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任务为 5.9万个。 

   (八)扶持民族自治地方扩大对外开放 

  国家扩大民族自治地方生产企业对外贸易经营自主权，鼓励地方优势产品出

口，实行优惠的边境贸易政策。国家鼓励、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发挥区位优势和人

文优势，扩大对陆地周边国家的开放与合作。1992年中国政府开始实行沿边开

放战略，确立 13个对外开放城市和 241个一类开放口岸，设立 14个边境经济技

术合作区，其中绝大多数在民族自治地方。 

  (九)组织发达地区与民族自治地方开展对口支援 

  中国政府致力于在地区之间和民族之间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

20世纪 70年代末开始，中国政府开始组织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对口

支援，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1996年进一步明确对口帮扶，

确定北京帮扶内蒙古、山东帮扶新疆、福建帮扶宁夏、广东帮扶广西，全国支援

西藏。1994—2001 年，15个对口支援省和中央各部委无偿援建 716 个项目，资

金投入 31.6亿元人民币(除中央政府投资外，下同)。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全

国各地支援西藏建设项目 71个，无偿投入资金 10.62亿元人民币。 

  (十)照顾少数民族特殊的生产生活需要 



  为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适应和满足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特殊用品的需

要，国家实行特殊的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用品生产供应政策。国家在 1963年开

始对民族贸易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照顾、自有资金照顾、价格补贴照顾的“三项照

顾”政策。1997年 6月，国家出台了新的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的优惠政策，

包括在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年)期间，每年由中国人民银行安排 1亿元

人民币贴息贷款，用于民族贸易网点建设和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

对县以下(不含县)国有民族贸易企业和基层供销社免征增值税等。到 2003年底，

全国有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定点生产企业 1378 家，享受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技改

贷款贴息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鉴于茶等特需用品在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的重

要性，为保证边销茶等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稳定供应，国家在第八个五年计划

(1991—1995年)期间建立了边销茶储备制度。2002年，制定了《边销茶国家储

备管理办法》，对边销茶原料和产成品实行储备管理，对代储单位给予信贷扶持，

用于储备的贷款利息由中央财政负担。 

  五、民族自治地方各项事业的历史性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当

落后，几乎没有现代工业、现代教育和现代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很差，文盲人口

占绝大多数，鼠疫、天花、疟疾等各种传染性疾病流行。少数民族群众主要从事

传统的农牧业，一些地区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部分地区铁器尚未得

到普遍使用。群众的生活十分困苦，特别是广大山区和沙漠盐碱地区的少数民族，

几乎每年都有几个月断粮。少数民族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有的民族甚至濒临灭绝。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的各族人民，在国家和

发达地区的大力帮助和支援下，发挥自身优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断增强

自我发展能力。经过 50多年的努力，如今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各族人民，生存

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迅速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各族人民

与全国人民一道，分享着国家现代化建设带来的发展成果。 

   (一)经济快速增长 

  2003 年，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国内生产总值(GDP)完成 10381亿元人民币，首

次突破万亿元人民币大关。1994—2003年，民族自治地方 GDP年均增速为 9.87%，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1个百分点。民族自治地方 GDP占全国的比重，由 1994年

的 8.5%上升到 2003 年的 8.9%。1994年民族自治地方人均 GDP相当于全国人均

GDP的 63.5%，2003 年升至 66.3%。2003年，民族自治地方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674

亿元人民币，比 1994 年增加了 2.3倍。 

  2003 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为 1877.61 亿元人民币，占全国 GDP 的 1.60%，

比 1993 年提高了 0.06 个百分点；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为 184.50亿元人民币，占

全国 GDP 的 0.16%，比 1993年提高了 0.04 个百分点。新疆人均 GDP 为 9700元

人民币，相当于全国人均 GDP的 106.58%；西藏人均 GDP为 6871元人民币，相

当于全国人均 GDP 的 75.5%。 

   (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2003 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为 1895 元人民币，比

1994年增加了 1.31倍。新疆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为 2106.19元人民币，

相当于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的 80.32%；西藏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

人纯收入为 1690.76 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的

64.48%。 

  2003 年，民族自治地方的居民住房条件继续改善，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19.8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22.9 平方米。2003年末，民族自治地方各

项存款余额达 11750 亿元人民币，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 7353亿元人

民币，比 1994年增加了 3倍。 

   (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2003 年，民族自治地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734亿元人民币，比 1994

年增加了 2.7倍，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2837 亿元人民币，比 1994 年增加了

3.2倍。2003年末，民族自治地方固定电话用户达到 2273万户，其中城市电话

用户 1532 万户；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2307万户。2003年民族自治地方国有铁路

营运里程 1.51万公里，比 1952年增加了近 3倍；公路通车里程 54.78 万公里，

比 1952 年增加了 20 倍。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地城市化水平已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四)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弘扬 

  20 世纪 50年代至 80年代，国家组织 3000多名专家学者，完成了《中国少

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

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五

种少数民族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合计 403 册，达 9000多万字，共计发行 50

多万册。现在，中国 55个少数民族都各自有了一部文字记载的简史。 

  在中国的 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使用汉语外，其余 53 个民族都有

自己的语言。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彝等少数民族文字已有编码字符集、字

型、键盘的国家标准。蒙古、藏、维吾尔、朝鲜等少数民族文字软件已实现 Windows

系统上的运行和激光照排。各类民族文字应用软件不断问世，民族文字识别和机

器辅助翻译等也有了一批科研成果。 

  国家设立了专门工作机构，对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藏族民

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蒙古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柯尔克孜

族传记性史诗)，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收集、整理、翻译、研究工作。近 10年来，

国家拨付了 3000多万元人民币支持校勘出版藏文《大藏经》共计 160部。国家

投入巨资对西藏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青海的塔尔寺,新疆的克孜尔

千佛洞等大批国家重点文物古迹进行修缮。1989—1994年，国家投入 5500万元

人民币、黄金 1000 公斤，对著名的布达拉宫进行了一期维修。2001 年开始，国

家又拨专款 3.3亿元人民币，用于布达拉宫的二期维修等项目。 



  在国家的帮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努力下，截至 2003年，用少数民族文字出

版的图书有 4787种，印数 5034万册；杂志 205种，印数 781万册；报刊 88种，

印数 13130 万份；民族自治地方建有艺术表演团体 513个，图书馆 566个，博物

馆 163个。2003年，在民族自治地方有使用民族语言的广播机构 122 个，用 15

种少数民族语言播出节目；有使用民族语言的电视机构 111个，用 11种少数民

族语言播出节目；有广播电台 73座、广播发射台 523座，电视台 94 座、电视发

射台 830 座，广播电视卫星收转系统 25.49 万座。 

   (五)教育水平显著提高 

  2003 年，民族自治地方有各级各类学校 83726所，在校学生 2943 万人，比

1952年增加了 5倍，比 1984年增加了 29.7%，比 1994年增加了 10.6%；各类专

任教师 154.1万人，比 1994年增加了 16.0%。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少数民族的

受教育年限显著提高。根据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朝鲜、满、蒙古、哈

萨克等 14个民族的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六)医疗卫生事业持续进步 

  2003 年底，民族自治地方共有卫生机构 15230个，比 1952年增加了 12倍；

卫生机构共有床位 38万张，比 1952年增加近 66倍；卫生技术人员 46万人，比

1952年增加近 25倍；卫生防疫、专科防治机构 934个；妇幼保健所、站 371个。

2003年底，民族自治地方农村有乡卫生院 7234个、床位 5.5万张。医疗事业的

发展，使少数民族人口的预期寿命显著提高，其中有 13个少数民族高于全国

71.40岁的平均水平，有 7个少数民族高于汉族 73.34岁的水平。 

   (七)对外贸易和旅游业迅速发展 

  2003 年，民族自治地方进出口贸易总额完成 136亿美元，其中出口额 79亿

美元，进口额 57亿美元；有外商投资企业 3263个，全年实际利用外资 20亿美

元；国内旅游人数达到 12333万人次，旅游收入 563亿元人民币；国际旅游人数

达到 215 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 6亿美元。 

  结  束  语 

  50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其实践获得了巨大成功。

采用民族区域自治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各民族共同利益的

正确选择。 

  中国是一个拥有 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尽管在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建

设过程中，国家和民族自治地方已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但是，由于受历史基础和地理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少数民族

分布较集中的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东部发达地区还不高，特别是一

些偏远地区，还比较落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不断

提高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是新世纪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要着力

解决的问题。 



  中国政府将从本国国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进一步探索和健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

的配套法律法规，不断充实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物质基础，促进少数民族和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附录：155 个民族自治地方基本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