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世纪的中国民族问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世纪的中国民族问题>>

13位ISBN编号：9787516106174

10位ISBN编号：7516106178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王希恩 编

页数：72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世纪的中国民族问题>>

内容概要

　　《20世纪的中国民族问题》根据翔实的资料，系统回顾了百年来中国的民族问题，包括百年来中
国各种政治集团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策略，百年中遇到的重大事件、问题。
作者王希恩力图从中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为现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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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希恩，男，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常务理事等。
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获得者，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
现主要从事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研究，先后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
各类委托课题，参与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等课题多项。
代表作有专著《民族过程与国家》、《全球化中的民族过程》、《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解析》；论文《
族性与族性张扬——当代世界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试解》、《批判、借助与吸纳——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观点的再认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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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二民族政策大检查对大汉族主义的清算 三反地方民族主义与民族工作中的冒进 四关于“民族问
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及其影响 五“文化大革命”对民族工作的全面破坏 第十一章20世纪蒙古民族的
分化与发展 一古代蒙古族的整合与分化 二外蒙古的独立及其内外因素 三内蒙古自治运动及其民族区
域自治 四20世纪下半期的内、外蒙古 第十二章20世纪的“西藏问题” 一古代西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二近代列强对西藏的侵略和干涉 三民国政府的治藏 四西藏的和平解放与社会变革 五20世纪下半期外
国对西藏事务的干涉 第十三章新疆分裂主义问题与社会稳定 一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及
其在新疆的渗透 二“东突”分裂主义的第一次政治实践 三新疆“三区革命”及其影响 四“苏侨”问
题与新疆边民的外流 五新中国建立后与“东突”有关的一些事件 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东突”活动
的加剧 七对“东突”分裂势力的打击及成效 第十四章“台独”理论与民族分裂 一乙未割台与台湾人
民的反抗 二自治与非暴力抵抗：“台独”论者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臆测 三“文化自治”与“
台湾独立”：抗日运动在台湾的不同路径 四台湾光复与“二二八”：从地方自治到“台独”的“高度
自治” 五“台湾民族”与中华民族：民族认同在岛内外的对峙 六从文化复兴到“台湾意识”论战：
“台独”力量的涌动与泛滥 第十五章20世纪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一中华民族的传统凝聚因素 二中华民
族认同的自觉 三政治核心与社会主导意识的选择 四聚合力的整合及基础的更新 五从五四运动到抗日
战争的民族大凝聚 六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民族自信 七世纪之末爱国主义的高扬 结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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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首先是坚持了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统战部成为这一领导的组织系统。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自1939年开始便设立有中央和下属各级部门的统战部，
此后或并人其他部门，或称城市工作部。
1948年9月，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简称中央统战部），其职责是管理国民党统
治区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并具体负责筹备
召开新政协的工作，部长由李维汉担任。
正如前述，在新政协筹备期间，李维汉提出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建议为中央所采纳，成为新中国的一项
基本民族政策和政治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和地方及一些企事业单位党委中继续设立统战部，民族工作仍然是其主
要工作之一。
1950年3月21日，李维汉谈到当时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时，就将民族关系的缓和、少数民族内部
的改革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提出。
关于后一项任务，他说：“各民族内部制度的改革，是各民族人民自身解放所必需的，但任何少数民
族的内部改革，必须是该民族内部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运动⋯⋯在工作进行中，一般要注意首先搞好
上层关系，联合各民族中愿意接近我们的人，甚至是反动阶级中的人，以便于破除过去的民族对立，
接近广大群众，发现和教育他们中的积极分子，从而建立初步的工作基础。
这乃是我们目前在各少数民族中需要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
”①这是新中国建立之初统战部门在民族工作战线匕的任务，它不同于过去的延安时代，也不同于后
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但对民族工作的指导、研究和协调是一以贯之的。
 其次是政府部门民委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该法第十八条规定政务院设立35个部门，其中第33位为民族事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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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的中国民族问题》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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