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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出中央成立少數民族自治區的原因，並舉例加以解釋。

2. 少數民族自治區有哪些發展障礙？舉出3項，並加以說明。

3. 承上題，中央有哪些相應的解決政策？

4. 你在何等程度認同「民族和諧共處有助國土完整」？為甚麼？

5. 有人說：「位於內陸的自治區近年發展過快，容易衍生民族矛盾。」你對此說有何看法？

6. 外國如何處理不同民族的問題？那些措施對中國有何借鏡？

現代中國

中國的民族政
策可從兩個層次

理解：一是有大量少數民族聚居、同時符合國家
規定享有特殊政策的地區，簡稱民族自治地區；
二是針對個別少數民族人士的特殊政策。
中國的民族政策的歷史背景可追溯到抗日戰爭

的前後時期。有歷史學家指出，當時共產黨需壯
大力量與國民黨抗爭，爭取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
社會各界人士支持，承諾共產政權成立後給予少
數民族高度自治權。共產政權成立後以蘇聯為
師，效法蘇聯經一輪上報申請及專家審議後，將
全國人民分為包括漢族的56個民族，在少數民族聚
居地成立民族自治區(與省同級)、自治州(地級)及自
治縣，給予較一般地方行政機關不同的自主權。

部分位處邊境 存在分裂傾向
同時，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對中國的領土完整及

外交有重大意義。雖然少數民族人口只有稍多於1
億，佔全國人口約百分之八，但分布在中國大部
分地區，不完全居住在有外交戰略意義的邊境地
方。但部分因與內陸省份距離遙遠，相對中原的
漢文化，有些少數民族在文化上更接近鄰國。如

內蒙的蒙族人，語言與蒙古國的蒙族人一樣；新
疆維吾爾族人，與中亞諸國人民都信奉伊斯蘭
教，語言同屬突厥語系。至於西藏雖與鄰國印度
文化有別，但位處高原，文化自成一體。有學者
指出，上述地區有分裂傾向，可能有礙中國維持
領土完整及與鄰國的友好關係。

能源藏量豐富 減少對外依賴
另一方面，不少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

天然資源豐富，如新疆的石油及天然氣
的蘊藏量豐富，內蒙古的煤產亦很多，
透過開發利用各種天然資源，有助中國
鞏固能源安全。現時，中國消耗的石
油，許多是從中東再經馬六甲海峽進
口。馬六甲海峽狹窄，易受敵對國家及
恐怖分子封鎖。中國若能發展位於邊疆
的資源，即使能源輸送線中斷，對中國
的經濟打擊亦能減輕。

中央援助發展
增執政認受性

民族政策又與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理想

關係密切。社會主義強調追求平等均富，少數民
族聚居地大部分位置偏遠，基礎建設落後，自然
環境惡劣，平均教育水平欠佳，經濟相對沿海地
區落後。有學者指，在共產黨的思維中，經濟繁
榮有助增加其執政認受性，經濟落後不單打擊其
管治威信，並會影響少數民族對中央政府的認
同，不利維持國家統一。因此，中國對少數民族
聚居處作出各種各樣的經濟援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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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4年頒布、2001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下稱《民族區域自治法》）
是中國民族政策的大綱。《民族區域自治法》強
調反對大漢族主義及地方民族主義，維持國土完

整，保障各民族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
由，以及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和宗教的自
由；透過提拔及培訓少數民族的各級幹部、以及
各種專業人才和技術工人，努力幫助民族自治地

方加速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落實上述原
則的具體措施，包括地方政府首長必須
由少數民族出任、政府文書可使用少數
民族的語言及文字、學校為少數民族提
供學習漢語及民族語言的課程、少數民
族學生考大學有加分優惠、少數民族夫
婦可生育2至3名小孩等。考大學及生育
的優惠政策亦適用於居住在民族自治地
區以外的少數民族。

要求沿海協助改善生活
同時，中央政府亦會透過各種經濟

及財政措施，帶動少數民族地區發展。例如，
透過配對要求沿海經濟發達城市，協助新疆各
地發展商貿、旅遊業、人才培訓、醫療、教
育、基建、製造業及科技發展等領域；增撥資
源改造居民房屋，改善少數民族的生活環境；
增撥資源改革農村醫療保險，令更多少數民族
可獲更好醫療照顧等。

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無疑對民族自治區的經
濟發展帶來正面幫助，區內生活質素大幅提高。
另外，官方媒體將發展漢語教育的資訊滲透到社
會每一個角落，令許多少數民族被高度漢化，中
央因此毋須擔心他們有分裂國土的意圖，確保領
土完整。

利益被佔 環境受污
然而，經濟增長百分點並不能反映少數民族的

實質得益。中央對民族自治區的經濟援助措施吸
引不少內地省份的漢人前往經商謀生。有新疆少
數民族指，獲利豐厚的商業機會，許多都被新來
的漢人佔去；部分漢人開辦的企業，寧願錄用學
歷較低的漢人，也不聘請學歷較高、漢語流利的
少數民族；同時，中央在民族自治區的經濟發展
策略，以及漢人在民族自治區開辦的企業，與少
數民族的生產及生活模式或有矛盾，間中引起衝
突。有人認為，內蒙草原沙漠化近年日益嚴重，
與各種礦產開採活動有關。

條件落後 人才流失
至於推廣漢語及基礎教育，固然有助提升少數

民族的整體質素。但是，當少數民族充分掌握漢
語，他們大多到內地經濟條件較好的城市升學及
就業，令民族聚居處人才流失。雖然內地省市亦
會派遣人才到少數民族自治區，但因經濟欠發
達、自然條件惡劣、語言不通等因素，難令他們
長期逗留。

學漢語助就業 淡忘自身文化
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化亦因經濟及政治因素而受

挑戰。由於學好漢語有助升學就業，不少少數民族學生年紀
輕輕便到漢語學校學習，逐漸連母語也掌握不好。有人認
為，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若學不好民族語言，民族文學、價
值觀、歷史等文化內涵也會被逐漸淡忘。

民族共建統一中國56

■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探訪少數民族。 資料圖片

特設法例保障 政策優惠照顧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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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你支持中國的民族政策嗎？

支 持
．提升少數民族的社會及經濟地位。

．凝聚中華民族，確保國家領土完整。

．鞏固中國對邊境地區的管治。

反 對
．經濟援助措施並未真正令少數民族得益。

．新疆及西藏等地的衝突事件證明中國的民族政策未能

成功凝聚少數民族。

．未能協助少數民族的語言及文化得到充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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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先看有關中國少數民族分布的視
頻。

2. 了解少數民族的構成、人數、分布
及風俗。

3. 試從正反兩面，辯論中國民族政策
的得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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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中國幅員廣闊，

民族數目眾多。對於中央政

府而言，如何有效管理成為執政

重大考驗之一。本欄將以系列形式探

討中國的民族政策及成效，並指出現時

存在的各種問題。 ■嘉賓作者：仇國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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