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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7286.htm （１９９１年６月１

９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工作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我国是统

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

对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具有重要

意义。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

加强领导，给予关心和支持，切实把这项工作做好。 关于进

一步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告国务院： 一九八七年

以来，我们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

研究，听取了中央、地方有关部门以及民族语文工作者和有

关专家学者的意见。最近，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民族工

作的指示精神，对今后我国民族语文工作的指导方针、主要

任务和措施又作了进一步研究。现报告如下。 一、我国民族

语文工作的现状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少数

民族语种多、文种多。在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五十三个民

族有自己的语言（回、满两个民族通用汉语文）；解放前，

二十一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五十年代，国家帮助十个少数

民族创制了文字，帮助一些民族改革或改进了文字。目前，

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多数人以本民族语言为主要交际工具。 党

和国家历来重视民族语文工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语

言文字平等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民族语文的方针、政

策和法律，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

的自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



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自治机关同时使用几种

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

语言文字为主；人民政府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使用本民族语言

文字的文化教育事业；提倡各民族干部群众互相学习语言文

字，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

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干部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

时，要学习汉语文；对熟练使用两种以上当地通用语言文字

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予以奖励，等等。这些内容分别载诸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

法》和其他有关的政策、法规。 四十多年来，民族语文工作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

领导以及各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配合下，认真贯彻执行了党

和国家的民族语文政策，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语文工作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在逐步恢复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少数民族使用和发

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进一步得到尊重和保障；历来通用

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民族语文的规范

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有了可喜的进展；五十年代创制和改

进的民族文字的试行和推行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民族语文的

翻译、出版、教育、新闻、广播、影视、古籍整理和学术研

究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应用科学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

果；民族语文教育事业得到了加强，双语文教学体制在部分

民族地区开始形成；民族语文工作机构得到恢复和加强，各

类民族语文专业人才不断成长，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

民族语文工作者队伍；建立了一些跨省区的民族语文协作机

构，并积极开展了活动；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的活动更



加广泛地开展起来，少数民族在已有更多的人掌握了双语文

。民族语文工作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

，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

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现在民族语文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

问题，主要是：对民族语文工作的指导方针认识还不够明确

，贯彻不够得力，有忽视民族语言工作的现象；对民族语文

工作缺乏有效管理，在文字的创制和使用等方面存在着各行

其是的情况；同时，人员编制和经费人足，也影响了这项工

作的顺利开展。 二、我国民族语文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措施 

我国民族语文工作的实践充分证明，做好民族语文工作，对

处理好民族问题，维护和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

共同繁荣，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提

出如下意见： （一）新时期民族语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

方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语言文字平等原则，保障少数民族

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从有利于各民族团结、进

步和共同繁荣出发，实事求是，分类指导，积极、慎重、稳

妥地开展民族语文工作，为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

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 （二）新时期民族语文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党和国家

的民族语文政策；加强民族语文法制建设；进行马克思主义

民族语文理论、政策的宣传；搞好民族语文的规范化、标准

化和信息处理；促进民族语言的翻译、出版、教育、新闻、

广播、影视、古籍整理事业；推进民族语文的学术研究、协

作交流和人才培养；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 （三）

贯彻落实民族语文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主要措施是： 第一、

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切实做好少数民族文字的使用和推



行工作： 对于沿用至今的通用民族文字，要继续做好学习、

使用和发展的工作，切实保障在本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

济、文化各个领域的使用，并促进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使之日臻完善。 对五十年代创制和改进的民族文字，试行效

果好、受多数群众欢迎的，按规定程序上报批准推行；效果

不够理想的，要认真总结，改进完善；效果不好、多数群众

不欢迎的，应尊重群众的意愿，不要勉强试行。 提倡没有文

字或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选择一种现有的适用的文字；已选

用汉文或其他民族文字的，应尊重本民族的意愿，予以肯定

。 对一九八０年以来各地自行设计的一些民族文字方案，应

进一步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各少数

民族创立和改革文字方案的批准程序和实验推选分工的通知

》（［５６］国总族毅字第１０号）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对没有文字的民族是否创制文字的问题，既要尊重各民族使

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又要考虑有利于民族之间的

交往和该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慎重、妥善地

处理。 对少数民族文字的改革和改进，应遵循语言本身的发

展规律，尊重本民族多数群众的意愿，慎重、稳妥地进行。 

第二、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

的汉族干部，要积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少数民

族干部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积极学习

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汉文。能够熟练使用两种以上当地通用

的语言文字的，应当予以奖励。 第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精神，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

的学校，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

民族语言授课，在适当年级增设汉语文课程，实行双语文教



学，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要采取有效措施，多渠道、多

层次培养民族语文和双语文教师、翻译、编辑和研究人员；

增加民族文字的教材和各种读物的数量，提高质量。 要加强

民族语文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民族文字信息处理的科学

研究，积极推广和普及研究成果。 第四、加强领导。各级政

府要重视民族语文工作，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从各方面

给予关心和支持，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具体困难和问题。国家

民委要与国家教委、广播影视部、新闻出版署、国家语委、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地方有关部门密切合作，互相协调，共

同做好少数民族语文工作。要适时组织省、区之间民族语文

工作的协作和交流。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遵照执

行。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四月三十日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