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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

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现行宪法第四条规定；“各少

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

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这表明，我国不采取联邦制，而是坚持单一制的国家结构

形式。在统一的国家内，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

问题的基本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

之内，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遵循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

规定的总道路前进的，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民族

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自治权，管理

本民族的地方性事务。各个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含着两个非常

重要的原则：第一，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服务于社会主义

建设的总任务的。第二，在上述的大原则、大前提下，一切

有着自己或大或小的聚居区（可以构成相当于县一级行政区

域）的少数民族都有权实行区域自治，建立自治地方和自治

机关，行使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职权，实现其管理本民族内

部地方性事务的权利。 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在形式上比较灵

活。从行政地位来看，有三种级别：根据规模大小，已建立

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8个自治县和3个自治旗。 再从

民族构成来看，又有三种情况：（1）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



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地方，例如凉山黎族自治州等。（2）以一

个人口较多、聚居区域较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包括

其他的一个或者几个人口较少、地域较小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在内的民族自治地方，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维吾尔族为

主体，自治区内还包括其他12个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也分别

建立了自治州或者自治县等自治地方。（3）以两个或者两个

以上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联合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

例如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云南孟连傣族技枯族侗族

自治县等。这种形式的多样性，也可以说是我国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的优点和特点。 实践证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适

合中国国情、行之有效的制度： 第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

分地保障了少数民族人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实现管理本

民族内部地方性事务的权利。 第二，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

策的过程中，党和国家始终坚持贯彻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合

作和共同发展的原则。 第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由

于少数民族人民当了家作了主，极大地激发了建设热情和生

产的积极性；又由于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便于国家的统一

领导和帮助，便于本地区内外的各民族、各行政区域之间互

相支援，因此，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和其

他各项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 总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保

证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又保障了国内各民族的平等

地位和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性事务的权利。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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