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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当代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几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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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ꎬ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并推动社会整合已经成为现代

多民族国家社会治理中的一项重要问题ꎬ不同的国家从各自的历史传统、现实情况、民族特性、文化背景等具体

情况出发ꎬ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措施解决民族问题ꎮ 大体可将其分为 ６ 大类模式ꎬ分别是民族自决、联邦制、地
方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共和同化和多元文化主义ꎮ 民族问题作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ꎬ是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

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ꎮ 在制定民族政策时ꎬ各个多民族国家都必须考虑本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ꎬ很难脱离

每个多民族国家的具体情况探讨哪种模式更优越ꎬ只有符合本国的具体情况ꎬ能有效解决本国民族问题的模式

才最适合本国ꎮ
〔关键词〕多民族国家ꎻ民族问题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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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时代ꎬ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快速

发展ꎬ跨国人口迁徙和流动愈加频繁ꎬ传统的单

一民族国家逐渐被多民族国家所取代ꎮ 当今世

界约有 ２００ 个国家ꎬ其中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

族国家ꎮ 在多民族国家ꎬ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并推

动社会整合已成为国家社会治理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ꎬ不同的国家从各自的历史传统、现实情况、
民族特性、文化背景等具体情况出发ꎬ采取了不

同的政策和措施解决民族问题ꎮ 笔者将其分为

６ 大类模式ꎬ分别是民族自决、联邦制、地方自

治、民族区域自治、共和同化和多元文化主义ꎮ
同一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曾尝试采取

多种政策解决民族问题ꎬ例如加拿大曾在 １８ 世

纪后期采取“盎格鲁萨克逊”化的民族同化政

策ꎬ试图使其他移民群体放弃传统文化接受民族

同化ꎬ在这种同化政策遭受了失败后又推行“加
拿大化”运动和“熔炉”政策ꎬ当“熔炉”政策也没

有解决民族问题时ꎬ加拿大又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开始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ꎮ 此外ꎬ也有同一国

家在同一时期使用多种政策解决民族问题ꎬ例如

英国一方面采用地方自治解决国内少数民族问

题ꎬ赋予苏格兰、北爱尔兰等少数民族地区自治

权力ꎬ同时采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解决外来移民

问题ꎮ 加拿大也曾于 ２０ 世纪后期采用民族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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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解决魁北克问题ꎬ同时也采取多元文化主义

政策解决国内民族问题ꎮ 即便于此ꎬ当前各多民

族国家采取的各种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ꎬ都包括

在上述 ６ 大类模式之中ꎮ

一、民族自决模式

从理论源头分析ꎬ民族自决理论源于欧洲启

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学说ꎬ一些思想家

如卢梭、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等认为ꎬ人是自

由和平等的ꎬ具有结社自由ꎬ可以通过社会契约

形成民族国家ꎮ 作为人们共同体ꎬ民族也相应地

拥有相关权利ꎬ其中包括独立自主权ꎮ 正如德国

哲学家黑格尔所言ꎬ独立自主是一个民族最基本

的自由和最高的荣誉ꎮ〔１〕民族自决权作为一项国

际关系准则ꎬ在 １８ 世纪后期的北美独立战争和

法国大革命中被正式提出ꎬ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ꎬ在列宁和威尔逊总统等人的推动下成为国际

法的一项基本原则ꎬ之后成为«联合国宪章»的

宗旨之一ꎮ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ꎬ民族自决理论适应了

当时兴起的欧洲民族主义的要求ꎬ民族自决权成

为“民族主义政治理念的核心部分” 〔２〕ꎮ 新兴的

资产阶级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帜ꎬ带领下层民众反

抗封建势力或殖民势力的压迫ꎬ建立了民族国

家ꎮ 例如北美独立战争时期ꎬ美国前总统托马斯
杰斐逊(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在 １７７６ 年的«独立宣

言»中表明了“民族自决”的思想ꎬ积极主张“国
家独立”和“民族分离”ꎬ把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

武装斗争同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联系起来ꎬ带领

殖民地民众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ꎬ建立了独立

的民族国家ꎮ １８ 世纪后期ꎬ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兴起ꎬ通过宣传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权ꎬ以此反

抗封建王权ꎬ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并锻造了法

兰西民族ꎮ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赞成民族自决原则ꎬ马克

思在 １８７８ 年给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建议中

指出:“必须在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基础上ꎬ并
通过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波兰的办法ꎬ

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ꎮ” 〔３〕 列宁认为民族

自决权意味着被压迫民族拥有独立的权利ꎮ 在

１９１４ 年发表的«论民族自决权»中ꎬ列宁进一步

阐述了民族自决权的内涵:民族自决权就是“民
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ꎬ就是组织独立的民

族国家” 〔４〕ꎮ 同时ꎬ列宁认为行使民族自决权是

有前提和条件的ꎬ只有被压迫、遭受了不平等待

遇的民族才享有民族自决权ꎮ １９１８ 年ꎬ时任美

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在国

会演讲中发表的“十四点宣言”(Ｆｏｕｒｔｅｅｎ Ｐｏｉｎｔｓ)
也提出了民族自决的主张ꎬ认为民族自决是重新

划分战败国领土的依据ꎮ 因此ꎬ民族自决理论为

每一个自认为构成“民族”的群体开展民族独立

或民族分离运动提供了法理依据ꎮ
在民族自决理论的影响下ꎬ民族自决权原则

的运用成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有力工具ꎮ 一

战结束后ꎬ芬兰、波兰、冰岛、匈牙利等国通过实

施民族自决获得独立ꎻ二战结束后ꎬ大量的亚非

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通过主张民族自决

获得独立ꎻ冷战结束后ꎬ民族自决权也在一些国

家和地区处理民族问题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ꎬ这
一时期的民族自决大多发生在多民族国家内部ꎬ
成为一些多民族国家如加拿大、英国、苏丹、南斯

拉夫、印度尼西亚等解决民族问题的手段之一ꎮ
加拿大曾采取民族自决模式处理魁北克问

题ꎬ先后于 １９８０ 年、１９９５ 年两次开展魁北克全民

公投ꎬ解决魁北克法裔居民民族主义高涨的问

题ꎬ最终“统一派”在两次公投中获胜ꎬ魁北克继

续保留在加拿大联邦内ꎮ 印尼也同意采取民族

自决的模式解决东帝汶问题ꎬ东帝汶于 １９９９ 年

通过全民公决选择脱离印尼ꎬ成为一个独立的国

家ꎮ 苏丹也以民族自决模式解决国内民族问题ꎬ
绝大部分南苏丹选民(主要是黑人)在 ２０１１ 年举

行的公投中支持苏丹南部地区从苏丹分离ꎬ从而

导致苏丹分裂为南苏丹和北苏丹两个国家ꎮ 英

国也曾采取民族自决模式处理苏格兰民族问题ꎬ
允许苏格兰常住居民于 ２０１４ 年开展全民公投以

决定苏格兰的地位ꎬ“统一派”以微弱优势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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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中获胜ꎬ从而避免了英国的分裂ꎮ 此外ꎬ在本

世纪以民族自决模式解决民族问题的事件还有

２００６ 年南奥塞梯单方面公投脱离格鲁吉亚、
２００８ 年科索沃单方面公投脱离塞尔维亚、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单方面公投脱离乌克兰并加入俄罗

斯ꎬ等等ꎮ
在当代社会ꎬ试图使用民族自决模式解决民

族问题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多ꎬ主要目的是建立

一个本民族的国家ꎮ 但是ꎬ正如相关学者所言:
只有主权国家才拥有是否采取民族自决模式的

权利ꎬ不可能在主权国家范围之外进行民族自

决ꎮ〔５〕这意味着如果少数民族没有得到所在主权

国家的授权ꎬ将不具备民族自决权ꎮ 例如西班牙

巴斯克地区和加泰罗尼亚地区ꎬ虽然巴斯克和加

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政党试图以民族自决的模式

来解决民族地区和中央的关系ꎬ但一直未得到西

班牙政府的同意ꎬ西班牙政府拒绝使用民族自决

模式解决国内民族问题ꎮ
冷战结束以来ꎬ国内外诸多学者对以民族自

决模式解决民族问题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产生了

质疑ꎬ如牛津大学教授亚当罗伯茨(Ａｄａｍ Ｒｏ￣
ｂｅｒｔｓ)认为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

是一种“错误的辩护”ꎮ〔６〕 美国学者菲利克斯
格罗斯(Ｆｅｌｉｋｓ Ｇｒｏｓｓ)也曾提出ꎬ“自决权本身并

不提供可避免多数人暴政的保证ꎬ也不能避免少

数人———政治少数———通过欺骗和暴力的手段

获得政权” ꎮ〔７〕 英国学者保罗吉尔伯特(Ｐａｕｌ
Ｇｉｌｂｅｒｔ)也指出ꎬ“民族自决并不意味一个国家内

部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民族拥有从中分离的权

利ꎮ” 〔８〕这些学者认为民族自决权不等于分离权ꎮ
国内诸多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ꎬ如杨陶认为现行

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原则是在非殖民化的过

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ꎬ核心内容是殖民地人民

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自决ꎬ在非殖民情况下ꎬ分
离只可能发生在母国同意的情况下ꎬ不能由单方

面决定ꎮ〔９〕钱雪梅也认为在国际政治中ꎬ民族自

决并不是绝对无限制的权利和政治原则ꎮ〔１０〕

二、联邦制模式

联邦制和单一制是当今世界的两种国家结构

形式ꎬ全球约 ２００ 个国家中只有 ２０ 多个国家实行

联邦制ꎮ〔１１〕虽然建立单一制国家是构建现代国家

的普遍趋势ꎬ但组建联邦制国家有其特殊原因ꎬ
其中包括民族因素ꎬ例如俄罗斯、瑞士、加拿大、
比利时等联邦制国家的组建都与民族因素有关ꎮ

联邦制国家具有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机

关ꎬ各联邦组成单位也有自己的立法、行政和司

法机关ꎬ这些机关与联邦中央机关之间没有隶属

关系ꎮ 在联邦制国家内ꎬ通过将民族地区设立为

联邦组成单位ꎬ赋予民族地区相对独立的立法、
行政和司法权力ꎮ 民族地区作为联邦组成单位ꎬ
通过建立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ꎬ管理本地区内

的财政、税收、文化、教育等公共行政事务ꎬ从而

能在最大程度上实行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ꎬ以此

解决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问题ꎮ 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是反

对联邦制的ꎬ认为它是社会发展的障碍ꎬ只有在

特殊的情况下ꎬ才能把联邦制作为一种过渡形式

而予以接受ꎮ〔１２〕

成立于 １９４５ 年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

(１９６３ 年更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曾采取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ꎮ〔１３〕 南斯拉夫的 ８
个联邦构成单位包括了 ６ 个共和国(斯洛文尼

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马其顿、
黑山、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境内的 ２ 个自治省

(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ꎮ １９４６ 年通过的«南斯

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南斯拉

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各主权民

族的公众集体ꎬ各民族根据民族自决的权利可以

自愿地参加联邦或退出联邦ꎮ〔１４〕南斯拉夫的联邦

制一度保障了境内各民族的自治权利ꎬ缓和了境

内的民族问题ꎬ但最终因为国际形势变化以及国

内民族主义的高涨ꎬ南斯拉夫联邦走向了解体ꎮ
苏联解体后ꎬ俄罗斯联邦以联邦制解决民族

问题ꎬ１９９３ 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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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联邦共有 ８９ 个联邦成员ꎬ其中包括 ３２ 个民

族自治实体和 ５７ 个地方自治实体ꎮ ３２ 个民族

自治实体大多按少数民族分布区域进行划分ꎬ包
括 ２１ 个共和国、１ 个民族自治州、１０ 个民族自治

区ꎮ〔１５〕这些民族自治实体具有充分的自治权利ꎬ
辖区内的居民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地方自

治机关ꎬ行使自治权ꎮ
长期以来ꎬ俄罗斯民族自治实体的民族主义

势力对联邦中央权威造成了挑战ꎬ例如车臣民族

分裂势力、鞑靼民族分裂势力等ꎬ对俄罗斯实现

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秩序造成了威胁ꎮ 俄罗

斯学者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认为:能否正确

确定民族自治实体在联邦中的地位ꎬ将成为决定

俄罗斯国家命运的一个重要问题ꎮ〔１６〕 在叶利钦

统治时期ꎬ俄罗斯联邦中央通过与民族自治实体

签署条约的方式解决两者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ꎬ
试图以协商的形式解决联邦中央和一些民族自

治实体之间的矛盾ꎬ联邦中央先后同鞑靼斯坦、
车臣、北奥塞梯等民族自治实体签订了双边条

约ꎬ从而把联邦中央与一些民族自治实体的关系

以宪法—条约的形式加以固定ꎮ〔１７〕 虽然签订条

约的方式可以进一步明确联邦中央和民族自治

实体之间的权力分配ꎬ但同时也把某些民族的特

殊权利法律化ꎬ反而激发了一些少数民族的自我

复兴意识ꎮ 普京执政后ꎬ他认为一些民族自治实

体的选举往往根据候选人的民族属性进行投票ꎬ
造成了地方民族主义势力高涨ꎮ 他认为多党制

会把民族、经济和宗教关系在一个大锅中磨碎和

融合ꎬ从而主张发挥多党制在推进市民社会和民

族国家建构中的积极作用ꎮ〔１８〕 因此ꎬ普京构建了

垂直权力体系ꎬ大力加强中央集权ꎬ同时开展政

党体制改革———“最终可以使人民不是在具体的

候选人之间ꎬ而是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主张和党

纲之间作出选择ꎮ” 〔１９〕普京的这一举措使俄罗斯

民族自治实体的领导人减少了民族身份的色彩ꎬ
从而带有更多的政治倾向ꎮ

除了俄罗斯和南斯拉夫外ꎬ当今世界还有其

他多民族国家采用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ꎬ例如比

利时、瑞士、印度、埃塞俄比亚等国家ꎮ 在这些联

邦制国家内ꎬ一般将少数民族地区列为一级行政

区ꎬ与其他同级行政区享有平等的自治权利ꎮ 联

邦制作为多中心、自治、非集权的制度安排ꎬ可以

实现不同民族、语言、宗教、文化的民众和平相

处ꎬ成为多民族国家中处理高度差异性问题的选

择之一ꎬ但联邦制也存在效率不高、社会整合性

弱、国族构建难度大等问题ꎮ

三、地方自治模式

与联邦制不同ꎬ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地方自

治模式ꎬ主要实行于单一制多民族国家内ꎬ中央

政府通过赋予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特殊的自

治权利ꎬ满足少数民族地区自我管理的意愿ꎬ以
此解决民族问题ꎮ 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在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ꎬ并在国家监督之下组

建地方自治机关ꎬ行使自治权ꎬ处理本区域内公

共事务ꎮ
目前通过采取地方自治来解决民族问题的

国家有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等ꎮ 这些国家

的少数民族政区在单一制的国家政体下ꎬ获得了

超出一般地方行政区的自治权力ꎮ 例如英国ꎬ作
为地方自治的典型国家ꎬ英国被划分为英格兰、
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 ４ 部分ꎬ其中苏格兰、
威尔士、北爱尔兰 ３ 个少数民族政区拥有地方自

治的权利ꎬ以此解决民族问题ꎮ 北爱尔兰首先获

得了自治权ꎬ并于 １９９８ 年通过议会选举产生了

北爱尔兰议会ꎬ成立了议会的执行机关———北爱

尔兰行政院ꎻ次年苏格兰也通过议会选举产生了

苏格兰议会ꎬ成立了议会的执行机关———苏格兰

行政院ꎻ威尔士也于同年通过议会选举产生了威

尔士议会ꎬ成立了威尔士议会的执行机关———威

尔士议会政府ꎬ上述三个少数民族政区的议会获

得了一定程度的立法权ꎬ涉及经济、农业、教育培

训、文化、环境、交通、体育等诸多方面ꎮ〔２０〕 苏格

兰、威尔士、北爱尔兰议会及其执行机关全面负

责地方事务ꎬ英国中央政府控制外交、国防、总体

经济和货币政策、就业政策以及社会保障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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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宪法规定ꎬ意大利中央政府下设大

区、省、市(镇)三级地方政权机构ꎮ 大区(意大

利语:Ｒｅｇｉｏｎｅ)是具有自主权力和职能的自治单

位ꎬ享有立法权、财政自治权等ꎮ 意大利全国共

分为 ２０ 个大区ꎬ其中的 ５ 个为特别大区(意大利

语:Ｒｅｇｉｏｎｅ ａ ｓｔａｔｕｔｏ ｓｐｅｃｉａｌｅ)ꎬ设立在少数民族

地区ꎬ分别是瓦莱达奥斯塔(Ｖａｌｌｅ ｄ'Ａｏｓｔａ)大

区、特伦蒂诺 － 上阿迪杰(Ｔｒｅｎｔｉｎｏ － Ａｌｔｏ Ａｄｉｇｅ)
大区、弗留利 － 威尼斯朱利亚(Ｆｒｉｕｌｉ － Ｖｅｎｅｚｉａ
Ｇｉｕｌｉａ)大区、撒丁(Ｓａｒｄｅｇｎａ)大区、西西里(Ｓｉｃｉｌｉａ)
大区ꎮ 意大利«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ꎬ西西

里、撒丁、特伦蒂诺 －上阿迪杰、弗留利 －威尼斯
朱利亚和瓦莱达奥斯塔等 ５ 个大区享有特殊

的自治权利ꎮ 与普通大区相比ꎬ５ 个特别大区享

有更充分的自治权ꎬ主要表现在立法权、财政权

等方面ꎮ 从立法权来看ꎬ意大利«宪法»第一百

二十三条规定:各大区均可制定自己的地区条

例ꎬ遵照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规定有关本区内部的

组织规则ꎮ〔２１〕 特别大区的地区条例必须由国家

议会以宪法性法律的形式通过ꎬ而普通大区地区

条例由其区议会制定ꎬ送交国家议会审批ꎮ 因

此ꎬ从法律的效力上来看ꎬ特别大区的地区条例

作为宪法性法律ꎬ高于一般的国家法律ꎬ普通大

区条例仅为一般国家法律ꎮ 从财政权来看ꎬ普通

大区的财政权只包括预算与支出的权利ꎬ是一种

由国家立法所确定的财政收入的管理权ꎮ ５ 个

特别大区有更为显著的财政自治权ꎬ可以在地区

条例中规定税收制度ꎮ 因为普通大区财政权的

局限ꎬ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ꎬ意大利的 ２ 个普通大

区(伦巴第和威尼托)举行了要求更高程度的自

治权(主要是财政权)的公投ꎮ〔２２〕 此外ꎬ在语言

权、文化权等方面ꎬ由于 ５ 个特别大区内分布着

大量的少数民族ꎬ各级政府对少数民族的语言、
文化等方面予以保护ꎬ赋予了特别大区保护少数

民族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权利ꎮ
西班牙将全国划分为 １７ 个自治区(西班牙

语:Ｃｏｍｕｎｉｄａｄ Ａｕｔóｎｏｍａ)ꎬ这些自治区全部按照

各自制定的自治条例建立自治政府和议会ꎬ实行

地方自治ꎮ 在 １７ 个自治区中ꎬ有 ３ 个为少数民

族地区ꎬ分别为加利西亚自治区、加泰罗尼亚自

治区和巴斯克自治区ꎮ 虽然 １７ 个自治区都有各

自的自治条例ꎬ但各个自治区自治权利不尽相

同ꎮ 例如征税权ꎬ西班牙有两种征税模式ꎬ第一

种模式在巴斯克自治区和纳瓦拉自治区实行ꎬ地
方政府享有征税权ꎬ中央政府在这两个地区不实

行额外的税种和税制ꎬ地方政府征税后将一定比

例上缴中央ꎬ其余部分自由支配ꎻ第二种模式在

其他自治区实行ꎬ地方政府没有征税权ꎬ所有税

种和税制都由中央制定ꎬ税收由中央完成后对地

方进行转移支付ꎮ〔２３〕 因此ꎬ从普遍性的意义来

看ꎬ西班牙王国实施的是地方自治ꎬ而不是民族

自治ꎬ是一种“非均质化的自治形式” 〔２４〕ꎮ 以自

由主义、公民主义、宪政精神为内核的现代资本

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ꎬ为西班牙中央政府与

民族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和解创造了条件ꎮ
西班牙王国通过实行地方自治ꎬ分别建立起自治

区ꎬ以此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ꎮ 在地方自治

制度设计中ꎬ西班牙并未过多考虑民族性因素ꎬ
例如没有进行自治机关的民族化ꎬ而是在民主政

治的框架下强调公民平等ꎬ强调公民权利高于民

族权利ꎬ强调民族权利需服从于公民权利ꎬ以此

解构民族集体性权力ꎬ建立起以公民社会为基础

的地方自治制度ꎬ维护了国家统一ꎮ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ꎬ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

地方自治制度ꎬ主要通过实施地方自治ꎬ赋予少

数民族地区的自治权利ꎬ以此解决民族问题ꎮ 但

是ꎬ从行使自治权的主体来看ꎬ上述国家并没有

明文规定由特定的少数民族来行使自治权ꎬ即没

有确定“自治民族”ꎮ 因此ꎬ这种治理模式基于

地方自治而不是民族自治ꎮ 当然ꎬ在实施地方自

治的过程中ꎬ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成员必将参与

其中ꎬ其相关权利的保障也会得到考虑和重视ꎮ

四、共和同化模式

当今世界只有法国采用共和同化模式(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解决民族问题和移民问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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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同化是法国对待国内少数民族和外来移民

实行的基本原则ꎬ其实质是民族同化ꎬ旨在通过

平等地对待外来移民和国内的少数民族ꎬ使其同

化为法兰西民族ꎮ 虽然法国不承认国内存在少

数民族ꎬ但在法国总人口中ꎬ除约占全国总人口

８６％的法兰西人外ꎬ还有布列塔尼人、巴斯克人、
科西嘉人、加泰罗尼亚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等少

数民族ꎬ其中世居的少数民族主要包括分布于法

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半岛的布列塔尼人、西南部法

国和西班牙接壤地区的巴斯克人、南部东比利牛

斯省的加泰罗尼亚人、地中海科西嘉岛的科西嘉

人等ꎬ移民主要包括阿拉伯人、非洲裔黑人、欧洲

裔、亚裔等ꎮ
法国实施的共和同化政策要求境内的非法

兰西人不能与法兰西共和国的世俗化方式相冲

突ꎬ其最终目的是引导“多元”走向“一元”ꎬ即在

共和体制下推动法兰西文化同化ꎮ 法国现行«宪
法»第一条明确规定:“法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
世俗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ꎮ 它保证所有公

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ꎬ而不论出身、种族或宗教ꎮ
它尊重所有信仰ꎮ” 〔２５〕对于世居的少数民族和外

来移民ꎬ法国均不予承认其民族特性ꎬ视其为法

兰西民族的一部分ꎬ采取共和同化政策ꎬ将其融

入法兰西民族之内ꎮ
法国共和同化模式肇始于法国大革命ꎬ在大

革命期间ꎬ革命者规定凡支持法国大革命者ꎬ包
括外国人都可以成为法国公民ꎬ承认每个人在权

利和义务上是平等的ꎬ让他们在公共空间内都享

有公民地位ꎮ〔２６〕 法国人从大革命起便树立起一

种观念:在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内ꎬ国家对

公民一视同仁ꎬ国家尊重公民个体的权利ꎬ但拒

绝承认特殊集体的权利ꎮ 如法国大革命时期著

名的革命者克雷蒙托尼埃伯爵(Ｃｏｍｔｅ ｄｅ Ｃｌｅｒ￣
ｍｏｎｔ － Ｔｏｎｎｅｒｒｅ)于 １７８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在法国国民

议会发表演讲:“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拒绝

给予任何东西ꎬ作为个人我们则给予一切ꎮ 
在一个国家中存有非公民的团体ꎬ并且在民族中

存有民族都是令人厌恶的ꎮ” 〔２７〕受大革命时期这

种观念的影响ꎬ法国要求所有本土少数民族和外

来移民放弃原来的语言、文化和宗教ꎬ接受法兰

西文化的同化ꎬ以成为共和国公民ꎮ 这也意味着

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建立单一的

法兰西民族国家而拒绝在这样的民族国家中存

在法兰西民族之外的民族ꎮ〔２８〕

受共和主义价值观的影响ꎬ法国对国内少数

民族和外来移民实施“共和同化”的社会融入政

策ꎬ要求入籍的外来族裔以“公民”身份融入到

法兰西共和国、法兰西民族和法兰西社会之中ꎬ
体现出强烈的“单向融入”向度ꎮ〔２９〕因此ꎬ法国长

期以来对待民族问题的基本立足点是ꎬ对所有法

国公民一视同仁ꎬ避免刻意地区分民族、宗教等

身份ꎮ 这与德国、英国等国的情况大不相同ꎬ在
德国和英国ꎬ不同族裔、语言和宗教的群体得到

承认ꎬ具有少数族裔群体的地位和权利ꎮ 在法

国ꎬ官方不会按这些标准将公民分为不同民族ꎮ
在处理国内少数民族以及来自欧洲的外来

移民问题时ꎬ法国的共和同化模式发挥了积极作

用ꎬ引导国内少数民族以及欧洲移民融入法国主

流社会ꎮ 但是ꎬ随着二战后大量来自北非、西亚

等地移民的涌入ꎬ这些地区的移民的传统文化与

法国主流文化差异较大ꎬ法国的共和同化模式作

用有限ꎬ失去了对其同化的能力ꎮ

五、多元文化主义模式

英国政治学家沃特森(Ｃ. Ｗ. Ｗａｔｓｏｎ)提出:
多元文化主义既是一种文化观、历史观、教育理

念、公共政策ꎬ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ꎬ多元

文化主义强调种族平等和宗教宽容ꎬ其最终目的

并非文化平等而是社会平等ꎮ〔３０〕 因此ꎬ多元文化

主义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ꎬ承认并尊重不同

民族的文化及身份ꎬ倡导包容不同民族之间的文

化差异ꎬ采取官方手段强制推行不同文化之间的

彼此尊重和相互包容ꎮ〔３１〕 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

多元文化主义模式ꎬ大多适用于移民国家(如加

拿大、澳大利亚等)以及治理移民问题的国家

(如瑞典、德国、英国、荷兰等)ꎬ之所以移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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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使用多元文化主义模式解决民族问题ꎬ和外

来移民的分布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ꎬ与联邦制和

地方自治中少数民族相对聚居的分布状态不同ꎬ
移民国家内外来移民的分布呈散居化的趋势ꎬ而
且没有世居地ꎮ〔３２〕在这样的情况下ꎬ依托于聚居

状态开展的民族自决、地方自治、联邦制等模式

显然不适用于处理散居化分布的外来移民问题ꎮ
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官方确认实行多

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国家ꎮ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ꎬ加
拿大时任总理皮埃尔特鲁多(Ｐｉｅｒｒｅ Ｔｒｕｄｅａｕ)
在下议院宣布将在加拿大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

策ꎮ〔３３〕１９８８ 年ꎬ加拿大通过了多元文化法ꎬ对多

元文化主义政策正式立法ꎮ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

义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培养人们对不同文化的

承认和欣赏ꎻ保障所有民众受到平等的待遇和保

护ꎻ鼓励并支持各种机构尊重多元文化特色ꎻ帮
助各民族保留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和语言ꎻ保护并

加强非英、法语言的使用ꎻ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相

互理解ꎻ承认不同民族社区的存在ꎻ促进各民族

平等地参与国家社会生活ꎻ等等ꎮ〔３４〕

作为移民国家ꎬ澳大利亚的民族政策经历了

从民族同化—一体化—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变ꎮ
１９７３ 年ꎬ时任澳大利亚移民部长格拉斯(Ｇｌａｓｓ)
访问加拿大后ꎬ引入了多元文化这一概念ꎬ从而

成为澳大利亚开展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标志ꎮ
之后ꎬ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推动下ꎬ多元文化

主义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得到了确定ꎬ例如尊重

澳大利亚的文化差异ꎻ承认文化多样性的价值ꎻ
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有平等地进入社会的机会ꎻ
对澳大利亚社会承担平等的责任ꎻ等等ꎮ １９８９
年ꎬ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制定了«国家议程»文件ꎬ
将多元文化主义上升为基本国策ꎬ要求各部门的

工作计划都必须包含多元文化的内容ꎮ〔３５〕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提出并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

来ꎬ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澳大利亚的政治社会生

活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高ꎬ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

过出台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报告〔３６〕 的方式对多元

文化主义政策进行调整ꎮ

瑞典议会于 １９７５ 年通过了社会民主党提出

的有关移民和少数民族政策的法案ꎬ正式确立了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ꎬ从而使瑞典成为继加拿大和

澳大利亚之后ꎬ由官方正式宣布在国内实施多元

文化主义政策的国家ꎬ也是第一个明确实施多元

文化主义政策的欧洲国家ꎮ 瑞典多元文化主义

政策的三个主要原则是平等、伙伴关系和选择自

由ꎬ其目标是保障瑞典少数族群的语言和文化权

利ꎮ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开始ꎬ维护少数族群

权益和保障瑞典多元文化主义社会的目标被纳

入瑞典宪法以及文化、教育和传媒政策之中ꎮ〔３７〕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促进了瑞典境内少数族群民

族意识的提升ꎬ少数族群要求权利的运动进一步

高涨ꎬ促进瑞典开始积极对待少数族群问题ꎮ 瑞

典加入欧盟后ꎬ签署了«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

约» (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和«欧洲地区或少数民族语

言宪章»(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Ｍｉｎｏｒｉ￣
ｔ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ꎮ 在签署公约时ꎬ瑞典对本国的

“少数民族”进行了界定ꎬ将非公民和 １９００ 年以

后进入瑞典境内的外来移民从公约所规定的保

护范围中排除出去ꎬ最终承认瑞典存在 ５ 个少数

民族ꎬ分别为萨米人(Ｓａｍｉ)、瑞典芬兰人(Ｓｗｅｄ￣
ｉｓｈ Ｆｉｎｎｓ)、托内达里安人(Ｔｏｒｎｅｄａｌｉａｎｓ)、罗姆人

(Ｒｏｍａｎｉｅｓ)、犹太人(Ｊｅｗｓ)和 ５ 种少数民族语言

(萨米语、芬兰语、托讷达芬兰语、罗姆语、依地

语)ꎮ〔３８〕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大规模的非欧洲移

民进入瑞典ꎬ瑞典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也有了新

的变化ꎮ １９９７ 年瑞典议会批准政府提出的«未
来与多样性———从移民政策到融合政策»的法

案ꎬ确立实施融合政策ꎮ 瑞典实施的融合政策建

立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基础之上ꎬ但和多元文化

主义政策存在着区别ꎬ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目的

是保障少数族群权益ꎬ促进少数族群保持与发展

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ꎻ而融合政策的目标是促进

少数族群融入瑞典社会ꎮ 融入瑞典社会需要学

习瑞典语和接受本土文化ꎬ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

放弃ꎬ虽然瑞典政府没有像同化政策那样要求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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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和外来移民主动放弃传统文化接受瑞典

文化ꎬ但融入政策的导向却是引导少数民族和外

来移民认可并接受瑞典文化ꎬ以便更好地融入瑞

典社会ꎮ
针对移民问题ꎬ荷兰政府于 １９８０ 年在«政府

对政府政策科学理事会关于少数民族报告的答

复»里提出以内务部为主导建立政策协调机制ꎬ开
始制定少数民族政策(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ꎮ〔３９〕

１９８１ 年ꎬ荷兰政府发布了«关于少数民族备忘录

草案»(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ꎬ详细地阐述

了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ꎮ〔４０〕１９８３ 年 ９ 月ꎬ荷
兰政府出台了«少数民族法最后修订案»ꎬ与之

前的«政府对政府政策科学理事会关于少数民族

报告的答复»和«关于少数民族备忘录草案»共

同奠定了荷兰少数民族政策的基础ꎬ建构了荷兰

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框架ꎮ〔４１〕 荷兰少数民族政

策以促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的政治

平等、文化自主、社会融入为目标ꎬ实施对象是处

于弱势地位的部分移民和部分本国人ꎬ如客籍劳

工、难民群体、罗姆人等ꎮ 少数民族政策的实施ꎬ
标志着荷兰成为欧洲第二个推行多元文化主义

政策的欧洲国家ꎮ〔４２〕 从荷兰少数民族政策的实

施效果来看ꎬ一方面少数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

等领域获得了权益保障ꎬ例如一些少数民族参与

政治活动ꎬ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有移民背景的市议

会议员ꎻ大量具有移民背景的少数民族成为政府

雇员ꎻ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得以

制作和播出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荷兰少数民族政策

过于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ꎬ在一定程度上

强化了少数民族的群体意识和文化身份ꎬ并将民

族和文化作为荷兰社会分层的依据ꎬ导致少数民

族与本土社会之间距离进一步拉大ꎬ不仅移民自

身感觉到融入的程度在降低ꎬ荷兰社会文化差异

程度似乎也在进一步加深ꎮ 正如社会学家克里

斯蒂安乔布克(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Ｊｏｐｐｋ)所言:“在官方

多元文化主义的阴影之下ꎬ一个‘族群下层阶

级’(Ｅｔｈｎｉｃ Ｕｎｄｅｒｃｌａｓｓ)已经被允许出现在荷兰

社会之中ꎮ” 〔４３〕 在此背景下ꎬ荷兰多元文化主义

政策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向社会融合政策(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转变ꎮ 社会融合政策改变了之

前强调少数民族集体身份的做法ꎬ关注处于弱势

地位的移民个体ꎬ淡化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

的差别ꎬ在少数民族中推行荷兰语言和文化ꎬ促
进少数族群荷兰化ꎬ以此融入荷兰社会ꎮ 这些主

张和措施使荷兰新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带有明

显的同化特征ꎬ与法国的共和同化模式趋同ꎮ
除了上述国家外ꎬ采用多元文化主义解决移

民问题的还有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ꎮ 这些欧洲

发达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和传统的移民国

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

有所不同ꎬ欧洲发达国家多元文化主义模式的最

终目标是实现移民的社会融入ꎬ构建同质化的社

会ꎮ 传统的移民国家开展多元文化主义并不以

构建同质化的社会为目标ꎬ其目标是减少不同民

族之间的纷争ꎬ推动不同文化群体相互平等并彼

此尊重ꎬ从而实现社会和谐ꎮ

六、民族区域自治模式

在多民族国家内ꎬ不存在脱离具体行政区域

的民族自治ꎬ因为民族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地理区

域内ꎬ作为政治行为的民族自治需要界定严格的

行政区域ꎬ无法离开行政区域空谈民族自治ꎮ 因

此ꎬ脱离具体行政区域的民族自治是个伪命题ꎬ
当今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实施脱离

具体行政区域的民族自治ꎮ
我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的多民族国家ꎬ作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

本法律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

序言中对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界定:民族区域自

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ꎬ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实行区域自治ꎬ设立自治机关ꎬ行使自治权ꎮ 民

族区域自治模式和地方自治模式类似ꎬ都是在少

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政

策ꎬ赋予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权利ꎮ 但与地方自

治不同的是ꎬ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

治的结合ꎬ不仅仅是地方自治ꎬ还包含了民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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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内容ꎬ主要体现在自治权的行使方面ꎮ 例

如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六

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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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第十七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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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

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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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实践证明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三

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ꎬ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正

确途径和有效形式ꎬ也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

民族理论同我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创

举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ꎬ是中国特色解决民

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ꎮ〔４４〕 坚持和完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ꎬ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更好地凝聚、团结和带领各族人

民ꎬ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ꎮ

七、小　 结

通过追溯世界上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发展

的历史ꎬ可以看出多民族国家在民族问题的解决

模式方面具有这样的发展规律:在封建社会和资

本主义社会前期ꎬ大多数国家采用强迫同化的模

式解决民族问题ꎻ二战结束后ꎬ随着国际范围内

对人权的普遍重视以及各类国际组织的建立ꎬ强
迫同化已经被视为侵犯少数民族的集体权利ꎬ遭
受到世界各国的一致抵制ꎬ因此在对待民族问题

上ꎬ逐渐开始重视少数民族的诉求ꎬ加强了对少

数民族权利的保护ꎬ强迫同化政策被地方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多元文化主义等政策取代ꎮ

在上述解决民族问题的几类模式中ꎬ因具体

国情的不同ꎬ在执行方面也有所区别ꎮ 例如多元

文化主义政策ꎬ虽然英国、德国、荷兰、瑞典、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宣称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

策ꎬ但受国家文化背景、民族构成以及民族主义

等方面的影响ꎬ加拿大式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欧洲

式的多元文化主义存在区别ꎬ加拿大式的多元文

化主义承认各民族间文化存在差异ꎬ国家支持并

维护各民族间文化的差异ꎬ不以建立同质化的社

会为最终目的ꎻ而反观欧洲式的多元文化主义ꎬ
其目的并不是维护外来移民群体的文化差异ꎬ而
是鼓励外来移民放弃传统文化以融入所在国社

会ꎬ最终建立起同质化的社会模式ꎮ 因此ꎬ当外

来移民保留了文化差异ꎬ未能实现较好地社会融

入时ꎬ官方便宣称 “多元文化主义走向了失

败”ꎮ〔４５〕

总之ꎬ民族问题作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ꎬ
是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ꎮ
在制定民族政策时ꎬ各个多民族国家都必须考虑

本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ꎬ很难脱离每个多民

族国家的具体情况探讨哪种模式更优越ꎬ只有符

合本国的具体情况ꎬ能有效解决本国民族问题的

模式才最适合本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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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当代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几种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