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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之间

既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差异化，又表现为休戚与共的

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2021年 8月的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

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

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促进各民

族紧跟时代步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

的正确道路。”[3]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重要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各

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民族地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各

民族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基础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是党和

政府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全国各民族

群众的共同夙愿。当前，我国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尤其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依然较为

滞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中心

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高质量发

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3]，这对民族地区的

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与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关系？

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在国内外经济的新形势、新

环境、新机遇下，如何利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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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关乎“第二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问题，也

是本文尝试研究的问题。

遵循问题导向，本文就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背景下，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

状与问题开展研究，并提出针对民族地区提高经济

发展质量的路径。第一部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考察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辩证关系，从理论视角解析二者的

内在逻辑。第二部分，剖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经济制约因素，并基于公开数据，从经济质量的

几个维度分别考察民族八省区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

问题。第三部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纳

入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从实践视角谋

划通过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路径。

一、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内在逻辑

(一)历史维度

中华民族共同创造辉煌的中华文明。几千年

来，中华民族历经王朝更替与分分合合，却始终在政

治、经济、文化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融为一

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尤其是在秦汉、隋唐、明清等大

一统王朝均实现了空前的国家统一，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不断深入。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建立

者，秦始皇在政治上实行郡县制，在文化上推行书同

文，在经济上实现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这为华夏民

族文化的普遍认同提供了基础。至汉代，经济、文

化、军事实力进一步发展，不仅推动中央王朝加强了

对西域地区的控制，也使得西域民族增进了对中原

文化的认同和向往，“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

长城下”①。隋唐时期结束了国家政权长期分裂的历

史，进入了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全新阶段，民族间的

交往和融合更加深入。隋文帝时期，东突厥曾上表

“屈膝稽颡，永为藩附”②。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入

藏、玄奘西行，唐朝和吐蕃等民族地区在经济、科技、

文化等方面实现了深入交流。因此唐朝时期成为民

族交往历史上的重要推动时期。据《资治通鉴》中记

载，至唐高祖时期，受突厥方面请求，中原王朝与突

厥民族实现了互市。在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政治

经济也保留着深刻的少数民族印记，“唐有宰相 369
人，而胡人出身者36人(存疑者尚不计入)，占总数的

十分之一”[4]142-143。至明代，以“茶马互市”为代表的

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的互市制度，对中原和边疆民

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进一步推动作用，“边吏未

尝阻绝……诸国商获厚利”③。到了清朝，民族间的

交流、交往和交融达到了全新的高度。以康熙和乾

隆为代表的最高统治者热衷于学习儒家文化经典、

诗词等。统治阶层对华夏民族正统性的认同，客观

上推动了民族经济、文化的交往和交融，以至于汉语

在清朝后期逐渐成为统治阶层唯一的官方语言。国

家的统一和民族的交融也创造了这些朝代在经济上

的繁荣和发展，在数千年中共同创造出了辉煌的中

华文明。

中华民族共同实现民族解放事业。1840年鸦片

战争爆发以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日益加剧，对外战

争连续失败，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华大地

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大地各民族

不断奋起抗争，从来没有放弃抵抗与尊严，始终团结

一致。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

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

的”[4]1。19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各族人民曾为收复新

疆进行坚决斗争，在左宗棠进军新疆后，当地人民

“望风投命……各城阿奇木、阿浑、玉子巴什携酒酪，

献牛羊，络绎道左”。[5]4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

爱国运动不仅影响了南方民族地区，也影响到了北

方边疆地区，我们党发动各民族群众团结一心，开展

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群

众参加了各地的武装起义，如壮族、瑶族群众参加的

左右江起义，土家族、苗族等群众参加的湘鄂西革命

根据地开辟等。长征时期，红军经过湖南、广西、贵

州、云南、四川等地区，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

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各民族空前团结抵御侵略，

从抗战初期东北地区的满、朝鲜、蒙古、达斡尔、鄂伦

春等民族，到西北地区的回、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

和西南地区的苗、壮、彝、白、布依、傈僳等民族，中华

民族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取得辉煌胜利，这也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

··29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民族问题研究 2023.4
ETHNIC STUDIES

除去刚刚解放的青海、宁夏和新疆，还有四川、贵州、

云南、广西、西藏等民族地区没有解放。为了捍卫国

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性，

为了民族地区的人民群众，党领导的解放军顾不得

修整，坚决地向祖国的边陲进军，以巨大的牺牲换来

了上述地区的解放，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

的解放。正是在这次救亡图存过程中，中华民族第

一次作为一个强大的整体，展现出了爱国、团结、智

慧、勇敢的民族特质，为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贡

献出了巨大的能量，也为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了先

决条件。

中华民族共同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和政府始终致力于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

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早

在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纲

领》中，“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

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区”[6]93；解放战争时

期，党领导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1949年，新中国明确将民族区域自治

写入宪法，成为我国在民族问题方面一项最重要的

政治制度。在推动经济建设方面，采取对口支援政

策。由于历史、区位等原因，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较

东部地区始终存在较大差距。考虑到民族地区经济

发展的特殊性，70年代末，中央批准组织内地省市对

口支援边境地区和民族地区，由此开始了对口支援

的具体实践。[7]此后的四十多年里，中国建立起了东

部发达地区省市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省市经济建设的

常态化机制。发达地区的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

等部门，一对一地对落后的民族地区实施资金、资

源、政策等方面的倾斜和扶持，有力地带动了民族地

区的经济建设。在消除贫困方面，党和政府坚持扶

贫开发，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民

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的贫困现实，党和政府实

施了一系列包含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计划，最早的

包括“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项目、“八七”扶贫攻坚计

划等。在21世纪，中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地区之一就

是中西部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的重灾区——“三区

三州”全部是民族地区。在新时代精准扶贫和脱贫

攻坚中，党和政府积极动员全社会参与到消除绝对

贫困的行动中来，凝聚全国之力，最终实现了深度贫

困人口全员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几十年来，凭借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中

国全民族的共同参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不断

进入新的阶段。

(二)理论维度

遵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

场和方法，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具有内在的辩证逻辑。实现民

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是辩证统一的，是新时代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相互

支撑、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从本质来看，二者之

间共同体现为平等性、同一性和共享性三原则；从

内容来看，一方面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是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前提，另一方面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也能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精

神凝聚力。

1.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本质联系

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都追求平等性。坚持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的根本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

各族公民平等享有权利、平等履行义务”[8]301。中国

共产党以民族平等为原则，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味着全国各民族平等发

展，既不能因为民族地区既有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发

展条件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而置之不理，又不能因为

少数民族的人口、文化覆盖面小而忽视民族地区的

经济地位和发展机会。

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都坚持同一性。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

是各个民族地区孤立发展，而是全国各民族在民族

地区经济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发展，这与以民族

团结为特征、以各民族共同繁荣为目标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市场机制的涓

流效应作用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通过产业

转移、要素流动、知识溢出等机制，可以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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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落后的地区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此外，这种

经济发展上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不仅体现在各

少数民族之间，也体现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同

时还体现在各民族地区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呈现

出多层次格局。

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都强调共享性。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是党的民族政策的终极追求，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生命力所在。中华民族追求经济高质量的过

程不局限于某一个民族或某一类群体，发展取得的

成果也不仅仅属于某一个民族地区或非民族地区，

而是由全国各地区、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民族

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共享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本质内涵表现出一致性。

2.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者之间在内容上的辩证关系，首先，也是最重

要地表现为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前提。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3]，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类

似地，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前提性，可以从经济物质基础、人的全

面发展、和谐的环境三个层次来理解。

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提供了经济物质基础。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意味着各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条件的

提高和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是建立在社会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的基础之上

的。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来看，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现实物质关系的思想反映，是

以各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保障为前提

的。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9]的宏伟目

标。2020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和全部人口较少

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的核心要

义之一就在于收入脱离贫困线和“两不愁、三保障”

共同构成的物质层面的现实保障。生产力的发展

是物质财富富足的条件，丰富的物质财富是消除绝

对贫困的基本条件。只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经济

物质基础的坚实，才能增强各族群众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在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道路上坚

定前行。

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提供了人全面发展的实现机会。民族地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各民族同胞拥有广阔的人生舞

台，有机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是建立在各民族在自我发展、自我认同的基础

上的彼此认同与联系，是建立在各民族群众普遍自

我发展机会获得的基础之上的。劳动价值论认为，

劳动是价值的源泉；科学发展观认为，人是发展的目

的，而不是发展的手段。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最

终要落到作为劳动力和参与者的个体的发展上。少

数民族群体有其复杂深刻的历史、文化、自然因素，

发展机会普遍不足。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全面提高少数民族群体的就业、教育、医疗水平，

赋能少数民族群体实现自我发展，同样也是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实现机会。

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提供了和谐的环境。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意味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优化和生态环境

的改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立在各民族共

同的物质环境和精神家园之上的，是建立在各民族

与自然和谐共处基础上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

求发展不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更要强调经

济结构的协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绿

色化。坚持“五位一体”发展格局，不断优化产业

结构、贸易结构、要素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服务于

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应有之意。民族地区既有着独特的社会经济结

构，又囊括了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域，对于发展

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有利于优化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结构，荡涤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环境，改善民族地区生态环境，

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生态化，因此民族地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必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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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的发展环境。

其次，二者之间在内容上的辩证关系表现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精神凝聚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多民族政治、经济、

文化共同发展在思想认识层面的反映，相应地发挥

着维系中国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功能。因

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引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

的前进方向，为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思想

引领。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体中华民族

的内在精神动力，中华民族在这样的精神动力推动

下，不断开展创造性社会活动来践行这一意识，推动

社会思想意识转化为提高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等

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自

我实现”的过程中，为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精神内驱力。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牢铸，不

断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认同，汇聚各民族的社

会共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全国各民族中不断

增强，有利于汇聚起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合力。

(三)实践维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地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之间联系的紧密性不仅体现在历史和理论维

度，在具体实践上也是密不可分的。新中国成立

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推动民族地区经

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政策，都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具体践行，也在各民族间进一步肯定、凝聚

了这一共识。

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和智慧

的政治制度的伟大创新。这一制度诞生的历史背景

是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现实背景是民

族地区地理上的集中性和经济上的落后性。中国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治目标，是团结各族群众，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斗，而这项制度又必须

着力于经济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邓小平曾

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

就是空的”“如果我们只给人家一张民族区域自治的

空头支票……这是不行的”，为此，“我们帮助少数

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的政策

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10]167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

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

展。”[11]37经济发展的前提是稳定、和谐的政治和社

会环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创造了这一条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要服务于全

国经济发展大局。2012年至 2021年的 10年间，我

国民族地区生产总值从 5.1万亿元增长至 11.8万亿

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从 9.5%增长至 10.3%，

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分别达到 7.6%、7.7%、

10.2%，均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④可以说，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既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快速、稳定发

展的推动因素，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要政治保障。

2.对口支援政策

对口支援政策是中国在解决经济发展不协调、

不平衡问题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对口支援概念始于

20世纪 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

中的一个探索性尝试。从80年代初开始，我国实施

了东部发达地区对西部民族地区全方位的对口支

援。1996年，国务院扶贫办《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

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的报告》中，确定

由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福建等东部较

发达省市对口帮扶内蒙古、甘肃、云南、四川、陕西、

新疆、宁夏等西部欠发达地区[12]，以上欠发达地区绝

大部分属于民族地区。在此后，对口帮扶(支援)的结

对关系经历过数次调整，帮扶的重点逐步向以少数

民族聚居为特征的深度贫困地区转移，2014年后，贫

困程度较深的甘肃省临夏州、四川省凉山州、四川、

云南、甘肃三省涉藏地区的4个藏族自治州和2个藏

族自治县均由厦门、珠海、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等

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进一步体现了国家对于对口帮

扶(支援)民族地区的重视力度。在帮扶机制的带动

下，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产品有

了更好的销路，劳动力有了更高质量的就业，自然资

源得到了更优的配置，教育、医疗条件进一步提高，

社会经济得以快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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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精准扶贫方略

精准扶贫方略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

法宝。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考察时首次做

出“精准扶贫”重要指示，2014年，精准扶贫思想落地

为精准扶贫方略，成为中国解决区域性绝对贫困问

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导方针。我国民族地区

贫困问题历来严重，具体表现为贫困发生率高、贫困

程度深。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末，民族自治地方农

村贫困人口1481万人，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2688万
人)的比重为 55.1%；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发生率

12.2%，远高于全国同期 2.8%的贫困发生率。⑤“十

二五”期间，位于民族自治县的贫困村有13158个，占

“整村推进”贫困村总数的43.9%⑥。2012年，民族八

省区贫困人口共计 3121 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

20.8%。作为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三区

三州”深度贫困地区集中分布于民族地区。在这样

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政府机

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军队等方方面面都参与到了脱

贫攻坚的伟大事业当中。2016年至2020年，民族八

省区建档立卡户人均纯收入从4203元增长到10770
元，增幅达到156%。[13]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

民族同胞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

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

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

奇迹！”[14]精准扶贫方略的成功，是中华民族团结一

致、凝聚一心的体现，是党和国家“一个民族不能少”

的承诺的兑现，同样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国家和民族层面的具体实践。

二、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因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团结各民

族群众、共同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前提。要实现各

民族共同富裕，“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正在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经济

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民族地区发展程度依然与发

达地区存在显著差距。考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因素，经济因素是关键。回顾与总结民族地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与问题，探寻民族地区经济

发展的薄弱点，方能“对症下药”，为民族地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找到破解之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发展，不仅关乎民族地区经济现代

化进程，同样深刻影响着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社会

结构和文明进程。过去，许多民族地区是从落后的

社会形态，如奴隶社会、原始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中

来的“直过民族”，经济发展的底子弱、家底薄。只有

推动产业结构向现代化、高级化发展，让民族地区融

入现代经济体系，夯实民族地区物质基础，才能凝聚

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在“工业4.0”“中国制造2025”的背景和

要求下，中国产业结构全面升级势在必行，这同样

也是经济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衡量产业结构升

级，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经济结构服务化”，指

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超过工业，成为经济活

动的中心，其典型事实是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快于

第二产业的增长率 [15]，通常被用作度量产业结构高

级化的指标，刻画了经济结构转变的方向 [16]。二是

“第一产业弱势化”，表现为第一产业优势不断向

第二、三产业转变 [17]，因此，二三产业占比之和也可

以作为度量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 [18]。以上两种测

度方法各有其合理性，都能作为考察产业结构质

量的指标。

从民族地区 2012年和 2021的统计数据对比来

看，总体上呈现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持续增加，其中，

增长较为明显的省区，包括西藏、青海、新疆等，三省

区的第三产业占比在近 10年间分别提高了 20.5%、

17.0%和 8.7%(见下页图 1和图 2)。民族地区第三产

业化趋势明显。这表明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变在

一定程度上沿着高级化方向发展，投入要素流向生

产率高的部门，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八省区在第三产业比

重增加的同时，第二产业占比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如内蒙古、广西、新疆的第二产业占比下降分别达到

10.8%、14.9%和 9.9%。这也意味着，民族地区在近

10年间并没有表现出“第一产业弱势化”。从图中可

以看出，民族地区第一产业占比在近10年间基本维

持了稳定，下降最明显的新疆，第一产业占比也只降

··33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民族问题研究 2023.4
ETHNIC STUDIES

低了 2.8个百分点，在一些地区，第一产业占比甚至

表现出增长态势。

纵观整个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变迁，实际上是

以牺牲第二产业换取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同时稳

定发展第一产业。一方面，这样的趋势顺应了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的要求，同时保障国家的粮

食安全和耕地红线；另一方面，这样的趋势表现出民

族地区第二产业发展缺乏持续动能，如果仅仅依靠

餐饮、旅游等传统服务业，长此以往面临的可能是地

区产业的空心化。具体而言，首先民族地区第二产

业发展的一大特点，就是高端制造业发展薄弱，缺乏

科技要素的持续投入。轻工业方面，新疆地区的纺

织业、内蒙古地区的食品制造业等占比较高；重工业

方面，贵州、云南等地区的主导产业为重化工业；西

藏、青海等地区的工业门类少、产值低，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滞后[19]。其次，民族地区产业的发展，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当地丰富的资源，资源开采业发展基础

较好，但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这种资源优势并没

有为其他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带来较好的发展机

会[20]。如新疆、青海等地的油气资源、内蒙古地区的

煤炭资源，不能合理地配置产能，缺乏产业多元化、

链条化发展的长期规划，对市场需求的变化不能做

出准确反应。最后产业结构质量不高还体现在优势

产业和特色产业对民族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不够。

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本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

产业，但往往因资源配置不合理、技术更新滞后、缺

乏市场灵敏度，致使产业结构单一，产品特色不够鲜

明，很难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二)创新能力

创新是民族之魂，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根本凭借。由于民族地区的历史因素、地理

空间因素，导致长期以来的落后所形成的封闭保守、

故步自封的社会文化，阻碍了民族交流与民族融合，

这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制约因素

之一。只有勇于突破，敢为人先，提升中华民族整

体的创新能力，才能进一步增进民族地区对中华民

族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认同，共铸中华民

族共同体。

就经济发展而言，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

数，是一种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过程，经济发展本质

上就是这种过程的结果 [21]，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创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依靠“坚持创新驱

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22]，以产业创新、科技

创新、制度创新等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23]，稳步迈向创新型、高收入经

济体的长远目标。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指引

下，2021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 & D)经费投入强

度⑦再创新高，达到 2.44%，比上年提高 0.03个百分

点，已接近OECD国家疫情前的平均水平(2.47%)。
然而，民族地区(R & D)经费无论是投入规模还

是强度，在我国均处于相对落后水平。在 31个省

(区、市)的R & D经费投入规模排名中，位列后 9位

的，民族八省区占到 6席；在R & D经费投入强度排

名中，位列后 7位的，民族八省占到 6席。宁夏地区

的(R & D)经费投入强度为八省区最高，为1.56%，但

是与全国平均水平 2.44%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其他

图1 2012年民族八省区三次产业结构占比(%)④ 图2 2021年民族八省区三次产业结构占比(%)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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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民族地区省份的(R & D)经费投入强度基本都

在1%以下，这反映出民族地区的创新研发投入严重

不足(见图3)。

区域创新水平的衡量是一个指标体系，不仅与

科研经费投入有关，也与财政科技投入、科研从业者

数量等创新投入指标相关，此外，创新基础(财政收

入、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存款余额等)、创新环境(包含

高新技术园区数量、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电子政务发

展、高等院校数量等)、创新产出(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搞技术产品产值、专利授权数、注册商标数等)、创新

可持续(公共教育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R & D投入

增长率等)共同对区域创新水平起影响作用。R & D
投入经费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通过对其的考察

能够达到管中窥豹的目的。

制约民族地区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在于，创新

投入水平较低，导致创新能力的薄弱。根据有关测

算，相比其他地区，和其他指标，西部地区在创新投

入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 [24]综合来看，有以下几方

面因素作用。一是创新投入的意识提升不到位。民

族地区创新文化较发达地区相对薄弱，无论是地方

政府还是企业，对于创新投入的重视程度不够。二

是缺乏创新投入的产业基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创

新能力的提升是相互作用的，民族地区经济以传统

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传统的生产方式有着深厚

而肥沃的土壤，缺乏创新的持续动力。三是地方财

政资金的限制，受到生产水平、投资水平、消费水平

的限制，民族地区的地方财政状况较为紧张，对中央

财政补贴的依赖度大，赤字财政普遍，地方债务风险

高，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极为有限。四是创新的

转化效率不高，民族地区的创新研发科技成果，或缺

乏科学规划，或缺少资金支持，导致与产业结合度

低，科技成果的社会化、市场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

升。五是创新环境有待改善，尽管在三线建设等时

期，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经历了短暂的快速发展，

但工业科技整体水平依然落后，科研院所、高校的数

量、科研能力和东部地区仍有较大差距。六是创新

型人才的缺乏，也是导致当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质

量偏低的重要因素[25]，由于缺乏足够的创新人才，民

族地区在基础科研、应用技术研发、企业生产技术工

艺研究等领域的创新驱动人力资源供给不足。

(三)收入差距

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生活的物质资料主要来

源于商品交换，在劳动产品、劳动力等商品的交换

中，实现货币形式收入，进而实现价值增殖。因而，

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都以经济收入作为衡

量物质财富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但市场经济同样会

带来区域发展或个体收入的差异，只要这种差异控

制在合理范围内，就会成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动

力，如若超越一定范围，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便可能

引发经济、社会的矛盾，甚至导致危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全民族的共同繁

荣，将发展差距、收入差距控制在相对合理范围内是

必然要求。

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

重要内涵，主要表现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

不平衡。

从区域层面来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仍低于全

国的平均水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近10年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数据显示，民族八省区的人均可支配收

入在此期间持续增长，并呈加快增长趋势。但整体

水平较低，除内蒙古外，其它七省区的人均可支配收

入始终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见下页表1)。
从民族地区区域内的城乡层面看，近10年来，民

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 7.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10.2%，这反映

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动力较为强劲。以西藏自治区

为例，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12年增

长了197%，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由2012年的3.22缩小

图3 2021年民族八省区R & D经费投入情况(亿元)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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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1年的 2.75。在收入结构上，工资性收入 6086
元，是2012年的4倍，经营净收入7374元，比2012年
翻一番，财产净收入768元，是2012年的5倍，转移净

收入2707元，是2012年的2.8倍④。西藏农牧民生产

生活条件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实现了从水桶到水管、

从油灯到电灯、从土路到油路、从毡房到楼房、从外

出务工到就近就便就业的巨大改变，民族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6]。而若对比城、乡

居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问题依然突出。以2021年为例，贵州的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比约为 3.05，云南约为 2.88、西藏自治

区约为 2.74、青海省约为 2.77，四省区均高于全国

2.50的平均水平(见表2)。
从城镇化水平层面来看，民族地区总体上的城

镇化率接近 55%，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 64.7%相比，

还有不小的差距；只有内蒙古、宁夏等地区的城镇化

率超过或者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其他民族地区则相

差较大④。

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大力带动下，民族地区

贫困人口实现全面脱贫，人民收入明显提升。但是，

水平低、差距大的问题依旧明显。大多数民族地区

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尚存在

10000元左右的差距，且部分民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

问题依然严重。

(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基本公共服务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健康权、发展权都需要高质

量的基本公共服务来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

反映了一定社会空间内社会成员的社会共识。在

“以人为本”发展观的指导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

平直接关系到民族地区广大群众的民生权利的保

障，因而也是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进而成

表1 民族地区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④

时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全国

16510
18311
20167
21966
23821
25974
28228
30733
32189
35128

内蒙古

16800
18693
20559
22310
24127
26212
28376
30555
31497
34108

广西

12644
14082
15557
16873
18305
19905
21485
23328
24562
26727

贵州

9850
11083
12371
13697
15121
16704
18430
20397
21795
23996

云南

11233
12578
13772
15223
16720
18348
20084
22082
23295
25666

西藏

8568
9740
10730
12254
13639
15457
17286
19501
21744
24950

青海

11470
12948
14374
15813
17302
19001
20757
22618
24037
25920

宁夏

13104
14566
15907
17329
18832
20562
22400
24412
25735
27905

新疆

12151
13670
15097
16859
18355
19975
21500
23103
23845
26075

表2 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④

时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内蒙古

城镇

23611
26004
28350
30594
32975
35670
38305
40782
41353
44377

农村

7956
8985
9976
10776
11609
12584
13803
15283
16567
18337

广西

城镇

20681
22689
24669
26416
28324
30502
32436
34745
35859
38530

农村

6894
7793
8683
9467
10359
11325
12435
13676
14815
16363

贵州

城镇

18608
20565
22548
24580
26743
29080
31592
34404
36096
39211

农村

5159
5898
6671
7387
8090
8869
9716
10756
11642
12856

云南

城镇

20371
22460
24299
26373
28611
30996
33488
36238
37500
40905

农村

5930
6724
7456
8242
9020
9862
10768
11902
12842
14197

西藏

城镇

18362
20394
22016
25457
27802
30671
33797
37410
41156
46503

农村

5698
6553
7359
8244
9094
10330
11450
12951
14598
16932

青海

城镇

18336
20352
22307
24542
26757
29169
31515
33830
35506
37745

农村

5594
6462
7283
7933
8664
9462
10393
11499
12342
13604

宁夏

城镇

19507
21476
23285
25186
27153
29472
31895
34328
35720
38291

农村

6776
7599
8410
9119
9852
10738
11708
12858
13889
15337

新疆

城镇

19019
21091
23214
26275
28463
30775
32764
34664
34838
37642

农村

6876
7847
8724
9425
10183
11045
11975
13122
14056
15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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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系民族感情、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力量的重

要物质基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水平，也反映了民族成员的社会共识。

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共服务二者之间的关系上

来看，它们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但是，从根本上讲，

经济发展是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民

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这就从根本上影响了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民族地区的基本公

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供给水平相对较

低，这也是当前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突

出问题。教育普及水平不高，办学质量较差，严重影

响了人才的培养质量。一是表现为基础教育的现代

化水平需进一步提高。经过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和教

育投资、教育政策的推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阶段的

入学率已经基本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在当前，教育

信息化、教育数字化趋势下，受限于教育资金投入、

信息化设备接入、教师队伍水平等因素，民族地区的

基础教育质量要追赶发达地区，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二是表现为职业教育的质量亟待提高。在夯实

基础教育的基础上，职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分流对

于学生就业、区域产业发展都有着积极意义。民族

地区在职业教育上与东部、中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学生们的就业技能不强。三是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

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

我国民族地区的部分居民，尤其是处于偏远山区农村

居民，一些基础性疾病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影响了

民族地区人们生活的幸福感，也不利于当地经济高质

量发展[27]，进而不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下推动民族地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彰显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优势，实现民族团结、进步、繁荣，是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基于制约民族地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层次、结构性问题，从立足调整

产业结构、增强创新动力、发挥民族地区的比较优

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四个维度，为提高民族

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寻求路径。

(一)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要求民族地区与

非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结构、市场等方面统一

步调、协调共进。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引下，

加快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优化速度、提高民族地区收

入水平、加快构建民族地区现代市场体系，是民族地

区实现自身发展、追赶发达地区的必然选择。

一是摒弃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思维，顺应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现代服务业新赛道，依托现有工业基础和资源优

势，创新发展涵盖生产性服务业、资源创意产业等在

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出一条面向未来、面向人

民、面向国家发展需要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借

助地区广阔的市场纵深优势和市场潜力，融入以建

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支撑的新发展格局。民族地区

有着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纵深，生产和

消费两端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凭借这样的特点，

民族地区可以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发挥重要作

用。一方面，依托当地特色矿产、能源、生态、气候等

优势资源，积极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进一步发

展区域性特色工业；另一方面，顺应我国消费结构升

级的需要，以康养、旅游、文娱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

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三是加快对传统工业的高

新技术改造，推动优势工业提质增效。民族地区的产

业结构升级，不应以牺牲传统工业优势为代价换取第

三产业空间，而是应进一步改造和升级传统工业，使

之向高端化、绿色化、高效化发展。推广应用数字化、

智能化、供应链管理等先进技术装备和管理服务，尝

试推进新能源和传统能源产业协同融合，构建绿色低

碳多产联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丰富产品种

类、提升产品质量，树立民族地区工业品牌形象。

以开辟新兴产业、培育特色产业、改造传统产业

为路径，提升产业结构质量，三产协同发展，促进民

族地区经济结构、消费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优化，进一

步凝聚民族地区各方面力量，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二)整合产业、教育、金融资源，提升民族地区创

新能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是在中华民族作

为一个整体不断进步、不断探索的基础上的，是在不

断革故鼎新以追求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基础上

的。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引下，打出创

新“组合拳”，提升民族地区创新水平，有利于提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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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信力，增进民族共识。

一是构建民族地区产业创新网络。瞄准产业结

构升级和产业链提升需求，以领军企业为主体，组建

产学研用投一体的技术创新联盟；推动建设区域性

的区域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打造创新孵化器和创客

空间；形成以产业技术创新中心为载体、以公共服务

平台为支撑的，政产学研紧密协同的工业创新网

络。二是“引智”和“培智”并举，加强对创新型人才

的引进和培养。对接国家技术路线图和区域性重大

项目，招募急需的技术型人才，加大“引智”投入，提

高民族地区人才吸引力；发挥民族地区特色产业优

势，加大财政投入和引导企业资源，向优势性职业教

育倾斜，培育一批高素质、懂技术、能创新、留得住的

本地人才团队。三是通过制度和机制创新，解决创

新投入的资金约束。制定以科技创新中心为基础，

龙头企业为带动，产业金融为保障的融合平台建设

计划，着力打通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建设财政

股权投资资金、社会专业化产业投资基金、银行信贷

资金相互结合的创新金融支持体系。

创新驱动发展，只有充分激发创新潜能、融入现

代经济体系，才能使民族地区更好地融入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实现全方位发展，民族经济的价值得到充

分的体现，进而增强民族认同感，有利于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三)发挥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平衡、协调、

可持续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是在尊重各民族

差异的基础上的，是在保留和发挥各民族自身特点

基础上的。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引下，探索

既符合民族地区自身比较优势、又能充分利用东部

地区先发优势，实现平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是民族地区经济实现后发赶超的高质量发展的必经

之路。

一是对于民族地区广阔的地理空间、独特的地

理、气候条件和丰富的自然、文化资源加以重视和利

用，将其作为实现后发赶超的立足点。二是围绕民

族地区的资源优势，构建开发—加工—服务的全产

业链模式，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促进资源

开发型经济向开发—加工—服务协同型经济转变，

打造民族地区品牌，提升可持续竞争力。三是注重生

态环境保护，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生态化、绿色化提

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

我国重要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和生态屏障区，

民族地区须在发展中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

展动力，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以生态产品的价值实

现为抓手，打造生态经济、绿色经济发展新模式。

民族地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可持续发展的

路径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和人民群众收入增加，

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使经济发展成果能惠及

广大民族群众，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地区样

板”，能够增强民族地区群众生产、生活的信心和动

力，从而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提高人民生活

质量

民族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

有力支持。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来不断增强各

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各民族共同

繁荣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由之路。

一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民族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投入，提高各类基础设施在民族地区的覆

盖度，为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现代化打好基础；同时，

提高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对已有基础设施进行信息

化、数字化升级，为民族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助力赋

能，避免区域“数字鸿沟”现象的出现，推进民族地区

经济现代化进程。二是加大公共产品供给力度，完

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着眼于提升人的发展能力

和满足发展机会，加大对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的投

入，重视民族地区的就业、社保、养老、住房等基本民

生问题，提高保障性公共服务质量；针对不同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情况，给予差异化公共服务

支持政策，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三是强化东西合

作，共享发展成果。不断创新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

服务的东西协作机制，构建东西协作的双向激励机

制，让国家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民族地区，尤其是更多

地惠及民族地区的困难群体。

以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服务民族地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大局，稳步提升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和

生活质量，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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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和政府在新时

代指导和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方针。社会存在决定

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民族地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有

着深刻且不可分割的联结。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全

面小康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发展起点。当前，民族地

区经济发展质量仍存在诸多问题，其背后有着深刻

的结构性因素，必须不断探索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

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更好、更快地实现区域跨越式

发展，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最终实现

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新时代，推动中国各民族走

向共同富裕的过程，同样也是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过程，只有将探索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道路，提升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层面，维护统

一，改善民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真正落

到实处。

注释：

①出自(东汉)班固：《汉书》·《匈奴传》。

②出自(唐)魏征：《隋书》·《卷八四》·《突厥传》。

③出自《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九》·《洪武实录》。

④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⑤资料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1》，第22页。

⑥资料来源：《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十二五”规划》，第6页。

⑦指R & D经费投入与GDP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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