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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system to deal with 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 and it’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in Xinjiang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and special role in safeguarding the peace and national unity of the mother-
land. In the new age, this system needs to find new theoretical resources from the Marxist national 
theory and meet new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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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政治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的重要组成部

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确立和发展，对维护祖国和平与民族团结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新时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实际运行中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寻找新的理论资源，应对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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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一制度需要根据时代背景的变化确立、形成、再发展。新

时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走向息息相关。一个制度的运行状况必须本着科学的态

度去实事求是的调查、评估，从而获取有效的信息，为制度的进一步改进创造条件。中国的是“在国家

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是“国家的一

项基本政治制度”([1], p. 1)。 

2.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建立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的民族理论无疑受到苏联的巨大影响，但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却绝非照抄照

搬苏联模式，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根据中国国情和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制定的处理本国民族

问题的基本政策，后来成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实际上早在 1938 年，毛泽东就在其《论新阶段》中

表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理论。 

2.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建立 

1949 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疆也得到了和平解放，这历史性的变化注定了对新疆的治理形式发生

必然的改变，新的制度应运而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但是由于新疆解放初期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思

想上缺乏统一的认识以及民族关系的紧张原因，并没有立刻制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因此，新疆沿用过

去的省制进行一个过渡期。 
1952 年 9 月 10 日，新疆省第一届第二次各族各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决议，会议还成立了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第二年 6 月，筹委会通

过了《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草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疆先从维吾尔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

聚居地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获得经验以后在筹建全新疆的区域自治。到 1954 年，新疆已经建立了

行署级区域自治单位 1 个，专署级区域自治单位 4 个，县级区域的自治单位 6 个，更有 17 个县级以下的

自治单位，合计 27 个。后来有中央政府的同意调整并成立了 5 个自治州，6 个自治县。1955 年 9 月 13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1955
年 10 月 1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成立。1956 年 7 月 9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十三次会议批准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至此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机关的组织程序也有了法律保障。 

2.2.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疆的发展 

现如今，新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有 63 年的历史，发展的趋势是曲折而又前进的，这个进程

推动了中国政治的进步。 
首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实践中促进了新疆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以及提高了各民族对国家的认

同程度。1982 年 5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在全区进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

教育的通知》，通知要求：“要广泛、深入、持久地进行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这是一项长期的

任务，要把经常的教育同一定时间内的集中教育结合起来，经常性的教育，应抓住不放，但每年应有一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611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盼盼 
 

 

DOI: 10.12677/ass.2018.76117 765 社会科学前沿 
 

次集中的教育。今年确定从五月中旬开始，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结合《宪法修改草案》的全民讨论，

集中地进行一次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新疆继此决定每年的 5 月为“民族团结教育月”以来，

已经连续开展了 35 年的“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这巩固了新疆各民族关系和睦，社会和谐，也充分体

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其次，民族区域自治使国家权利能够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和基层社会，

使新疆能够在中央统一有效的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慢慢摆脱落后，走向小康，收获不俗的

成绩。据统计，新疆 1980~1985 年，农业经济增加值增长率为 7.77%，1980~2000 年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率为 4.14%，2001~2004 年为 4.82%，200 年农业增加值 504 亿元，五年平均增长为 5.5% ([2], p. 23)。另

外文化方面，2013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了新疆工作汇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就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发挥文化软实为有助于筑牢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

久安的思想根基，也可作为桥梁连接新疆的社会稳定和跨越式发展，这更加彰显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

独特风采。再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加印证强调了我国的“制度自信”的必要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之处，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曾强调：“我

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

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

探索提供方案。”([3], p. 19)。 

3. 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分析 

所谓万事皆规律，事有两面性。一方面，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项制度在运行的时候得到了有效的发

展成果。另一方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再运行的时候难免出现一系列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

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引起的，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外因起辅助性的作用。内因在于制

度本身的问题，而外因是制度之外的环境如何，例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这需要我们

用客观科学的态度来分析产生的阻碍并对症治理。 

3.1. 缺乏自治条例，仅有单行条例，自治权无法发挥极致 

新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一、在不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

定地方性法规；二、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三、是依

据有关法律的授权，可以依据实际裁定变通和补充规定。”但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至今还没有出台自治

区条例，只存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制定的 20 条单行条例。例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边境经济

合作区管理条例》等 6 条单行条例，昌吉回族自治州制定《昌吉回族自治州农村公路条例》等 2 条(其余

条例不一一举例)。这些单行条例有良好的变通性与补充性，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新疆的自治机关并没

有很好的行使“自治”这一权利。“自治”是一项反映少数民族充分享有的权利，是少数民族利益的集

体诉求。民族区域自治的人民应当善于利用自治权，从而发挥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但分析

新疆目前各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这一方面明显存在许多不足需改善之处。 

3.2. 敌对势力利用宗教策划民族分裂的阻碍影响 

21 世纪以来，中国市场以经济改革的开放性取向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意识的张扬使得中国的中西

部差距逐步拉大，新疆民族区域制度与社会的急剧变化出现了不相适应的状况。这引发人们对制度的反

思和质疑。 
2009 年 7 月 5 日晚，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了打砸抢烧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根据警方调查的事实结

果显示，这是一起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打砸抢烧事件，由热比娅领导的“世界维吾

尔代表大会”(简称“世维会”)是这次事件的操纵者。西方敌对势力对新疆实行的“西化”，“分化”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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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其实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西方敌对势力就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对新疆地区民族关系

进行了破坏，阻碍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费孝通指出：“民族关系当然是指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

接触和影响而言。”([4], p. 12)。民族区域自治关于民族关系的处理问题迫在眉睫。 

3.3. 南北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 

南北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这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因素之一，尤

其是地域差异性较为显著，主要表现为：北疆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优于南疆地区；北疆地区内部

各地、州、市及南疆地区内部各地、州之间存在明显的经济差异；无论从经济总量、人均经济总量还是

经济影响力差异程度来看，北疆地区内部差距均小于南疆地区内部差距，说明越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

区，内部差距就会越小，越是经济发展水平差的地区，内部差距就会越大；目前，南北疆区域经济差异

的大小程度呈现如下的特征：南、北疆两大地区之间经济绝对差异已经出现过大的趋势，相对经济差异

也已经比较明显；南北疆 13 地、州、市之间尤其是北疆天山北坡经济带与南疆的克州、和田地区的经济

绝对差异已经超出警戒线水平，经济相对差异也处于偏大的状态。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不利于南疆北疆的

社会稳定，实际上南北疆的差异不仅仅存在于经济上的不平衡。恰恰因为经济的差异性发展，南疆北疆

的教育、文化等发展也存在着不平衡的发展状态。这种状态驱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得不在将来做出合

理的改革与创新。 

4. 新时代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也有重大意义。全党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5], p. 12)
新时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了新的要求，为了顺应时代的

发展与潮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不断的创新与完善，赋予其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坚持发扬马克

思主义精神，也为中国色社会主义制度增添新的色彩。 

4.1. 健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机制，完善自治条例 

加强民族地区党组织和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这是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组织人才保障，更是做好

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因此，

一方面，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应当做到录用本地少数民族官员，并给予适当的政策照顾，进一步强调

“自治权”的作用。另一方面，培养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为新疆做贡献，维护民族团结，增强政治

实践时效性，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发展。 
从国务院到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级政府建立保障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协调例会制度，由主管民族工

作的协调例会制度，由主管民族工作的政府领导主持，有关职能部门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参加，协商解

决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遇到的各种重要问题；其次，为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事后纷争，建议实行“事前征

询机制”，从制度上规范上下级机关有关职权的行使，使上级决策尽可能切合自治地方的实情和愿望。

当然，其他一些重要事项可在国务院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具体条例中做出决定，另外，需根据新疆

现阶段形势，制定自己的自治条例，更好更有效的体现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能够反映少数民族

充分享有的权力，促进和谐发展。 

4.2. 加速发展民族团结教育事业，抵制分裂势力影响 

帮助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的贫困孩子提高综合素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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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会议中强调：“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

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5], p. 45)目前，新疆教育投

入比较少，尤其是南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水平比较低，必须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必须在新疆加快建设

学习型社会，健全学生资助制度，大力提高新疆人民素质。其次，为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稳定，以

及针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的破坏，必须全方位推广少数民族团结教育事业。维护好民族关系和谐发展，

抵制一切分裂势力，民族团结教育不能懈怠。 

4.3. 新时代，统筹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如何解决好新时代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地区“金山、银山、绿山”的问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面临

的新挑战。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

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5], p. 50)新疆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的设计要为未来的环境与人的和谐发展做出一定的创新与改进，推动新疆形成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建设更美丽的新疆就是建设更美丽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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