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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月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历史地看，在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根本前

提下，当代西藏地方的历史发展与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史具有“一体同向同轨同步”的鲜明特点。社会

主义制度在西藏的确立和发展，是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主要标志和制度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工

作贯彻落实“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统筹西藏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西藏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提升民

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法治化水平，必将沿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现

代化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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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宋月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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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

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1]这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

重要内容、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深刻揭示新时代民

族工作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

辑，深刻阐明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大历史性任务和

战略决策部署。新的征程上，这一重要论述在将新

时代西藏工作融入民族工作、贯彻落实新时代治藏

方略中推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西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对西藏工作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

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人民发展史、中华民族发

展史特别是党史、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史，把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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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丰富和发展关于中华民族

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等科学理念，贯彻落实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指导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和历史观，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接续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奋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

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

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

史。[2]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进步史，

创造了灿烂多彩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历史性

卓越贡献，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伟大民族。我国

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

生命线。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

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 [3] (PP104-105)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实质在于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

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守望相助，共同团结奋斗、繁荣发展，推动中华民族

坚如磐石。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上，还是从人民、国家、社会、民族等范畴来看，中华

民族是中国人民以中华各民族为主体基础，并相互

构成和凝聚在一起的民族和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和发展的，是自在到

自觉的，是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是建立在共同性

和差异性辩证统一基础上的思想认同、理论自觉和

精神形态，是中国人民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文

明样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历史发展的

必然结论，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巩固和发展平

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基础、政治前提、制度保障与

精神动力。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

为之而探索、为之而奋斗的最伟大梦想，是党一切

奋斗、牺牲、创造的总主题。一百年来，党团结带领

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在中国人民、中华民族

发展史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而上推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历史进程中，

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共同维护和保障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一部

分的历史地位，全面统筹推进中国人民、中华民族

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中，

在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中，在新中国社会

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担负起并尽

了光荣的历史责任；在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进行改革开放中，逐步把西藏建

设成为社会主义新西藏，并不断走向繁荣发展。

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中

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要深入开展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深入

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4](P161)历史地看，

在西藏地方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根本前

提下，当代西藏地方的历史发展与新中国的建设和

发展史具有“一体同向同轨同步”的鲜明特点。因

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尽管西藏地方在经济和文

化上相对比较落后，但其与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是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央关心、全国人民支援西

藏与西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相统一，而且中华各

民族之间不断巩固和加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彼此相互离不开，在此基础上

推动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长足发展、稳定发

展，“一个都不能少”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共同

致力于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

议》强调，“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

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

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近代以

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西藏与祖国同

命运，“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因此也就侵入了

西藏地区”。 [5](P283)在筹建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和

平解放对于全国解放产生了重要推进作用，对中央

决策和平解放西藏产生一定借鉴作用，而西藏和平

解放使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

中来。当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

社会，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通过“一化三改”，确立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时，西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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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仍处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由于发生全面武装叛

乱，调整了之前的“六年不改”方针，进行边平叛边

改革。其中，在国家的支持下实行了“和平赎买”政

策。这是对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

“和平赎买”的借鉴，是对未参加叛乱的封建农奴

主创造性地实行的一项政策。在新中国历史上，

两种“和平赎买”虽然性质不同，但有着不可分割

的历史联系，集中表现在它们所发生的经济社会

基础、赎买的对象和实现的所有制变革不同，赎买

未参加叛乱的封建农奴主与赎买民族资产阶级的

不同在于，不是分配利润和定息，而是由国家出钱

购买他们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后，分配给农奴，

争取和团结未参加叛乱的封建农奴主，是巩固和

扩大民主改革与平息武装叛乱的社会基础和群众

基础的实际需要。西藏民主改革后，经成立自治

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推动

西藏地方发生社会变革和发展，逐步跟上全国社

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制度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远意义，社会主

义制度在西藏地方的确立和发展，是社会主义新西

藏的主要标志和制度优势。西藏地方在实行民族

区域自治前，作为地方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届、二届

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参与了国家政治生活和

社会事务管理。与全国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期间

西藏地方尚没有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出席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采取代表会议的形式选

出的。在党中央的关心指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

持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于 1956年 4月 22日
正式成立，西藏开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

藏自治区筹备成立的过程中，1959年 4月 28日，第

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

议》，指出在西藏，同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一样，应

当坚决实现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民族区域

自治。 [6] (P279)为推进西藏自治区成立工作，中央在

1961年 4月 21日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

强调，经过普选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

会，是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件大事，特别是

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具有重大意

义。 [7](P292)西藏地方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和平解放

以来，逐步形成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经

济、文化和社会等基础与条件，并在完成民主改革

的基础上，从乡、县到自治区逐级确立起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奠定人民民主新西藏的根本政治制度。

西藏坚持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动西藏民族

区域自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是当代西藏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

治制度基础与源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十分关心西藏、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主持召开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治

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站在党和

国家全局的高度谋划西藏工作，聚焦西藏稳定、发

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注重解决西藏存在的深层

次问题，解决深层次的矛盾，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

举，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西藏

与全国一道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

征程。

二、立足新发展阶段历史方位，推动新

时代西藏现代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走自己的路，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

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8]

工业化建设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新中国成立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工业化发

展。经过“一五”计划实施，工业化大规模建设起

来。1956年 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指出，“已经

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一定

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

主义工业化的国家”。[9](PP36-37)党在推动国民经济恢

复和工业化建设中，就高度重视并统筹支援西藏建

设。这一时期，毛泽东曾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谈

话中指出，“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

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

济和文化。”[10](P88)他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

代表的谈话中强调，“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

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

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11](P312)他还在同藏

族人士的谈话中说，“我们的目的是使大家都发展

起来，我们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来克服这种落后状

-- 69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况。我们支援你们，你们自己也要发展。你们应该

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经济不发展，人口

也 不 能 发 展 ，文 化 发 展 了 ，可 以 帮 助 经 济 发

展。”[12](P6)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指出：“我们要诚心

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

设。”[10](P164)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发展中，

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

体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重

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以

来，党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

发”[13] (P87)，并将之明确为“小康之家”的小康社会。

在西藏工作中，党强调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

展，指出判断我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工作，“关键是

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

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14](P247)

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新时代，开创、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继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现

代化建设的基础上，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发展

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

族不能少。推动兴藏治藏稳藏，西藏现代化建设和

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站在了新的历

史起点上。

今日之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这个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

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

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15]在这个新发展阶段，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这一路线图和时间表规划描述了新发

展阶段的战略目标和任务，深刻蕴涵着现代化新道

路的拓展和深化。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是具

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强调：“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

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

化。”[16]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方向。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

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

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地区、一个民

族都不能落下，同时我国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

现代化进程不可能齐步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

实现现代化，支持带动其他地区实现现代化。西藏

地方的现代化发展以此为根本遵循，同时从西藏的

区情实际出发，根据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

盾、西藏在国家战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统

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发展质量，坚持所有发展都要

赋予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

因素，推动经济长足发展 、社会长期稳定。

社会主义新西藏，是西藏历史发展特别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西藏、加强民族团结、推动西

藏长足发展、长治久安的生动实践、必然结果、发展

趋势与光明前景，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在西藏发

展史上最根本成就、最集中概括和最充分彰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

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一社会

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当前，

我国经济社会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创新能力不

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

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

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随着全面深化

改革向纵深发展，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加艰巨繁重，

必然会出现各种可以预测和不可预测的困难、风险

和挑战。新时代推动西藏现代化发展，要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主动参与到国家发展战略中来，更加突出

共同性、一致性，同时兼顾特殊性和自身特点。面对

新形势新变化，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

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对于各种危害党

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的风险挑战，对于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

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必须进行

坚决斗争，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显著优势，提升民族

事务治理能力和法治化水平，确保国家安全和长治

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确保生态环境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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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确保边防巩固和边境安全，沿着中国式现代化新

道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现代化发

展和实现共同富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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