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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4_AE_E6_B0_91_E6_c75_598442.htm 一、专业简介 马克

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专业）是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

兼容、理论与政策兼纳的综合性新兴学科，是最具有中国特

色的独立学科（专业）（世界上只有中国单列其为独立学科

），也是中央民族大学的特色、优势学科。本专业是部委级

重点学科、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985工程

”重点学科，同时也是全国同类专业中唯一拥有本科、硕士

、博士（包括博士后）教学培养层次和系列的学科。 1984年

我校开始设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1995年

，经国务院学位办审核批准，获得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

民族政策硕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获得了该专业博士学位授

予权。这也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获得了该专业博士学位授

予权。本专业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在全国同类学科（专业）

中领先，拥有首批北京市精品课程、北京市精品教材。 二、

培养目标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

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的科研、教学及行政管理

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其基本要求为： 1、认真学习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 2、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系统掌握马列主义、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国



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政策及实践经验，系统了解世

界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中国历代民族政策，有较强的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胜任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方面较

高层次的科研、教学或管理工作。能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

语和计算机操作。 三、授予学位：法学硕士 四、研究方向 1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 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

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时重视研究古今中外民族问

题，特别是当代的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发展

的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也研究各种非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推进民族理论的发展。 本研究方向是本

学科长期稳定的研究方向，是本学科的重要基础理论研究。

有成熟的、具有特色的优秀教材和大量的优秀科研成果，以

及大量的资料。本研究方向主要内容有：马克思主义关于民

族产生的一般学说，不同类型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基础、条

件和发展趋向，民族发展与阶级、国家、社会、自然环境等

方面的关系，民族消亡的条件、过程、途径等问题；民族问

题的产生和存在的范围，民族问题的特点、内容、性质和发

展规律，民族问题与社会发展问题；民族纲领的原则、内容

及民族问题的解决方式和政策等。 本研究方向的宗旨是丰富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党和国家制定、充实和完善

民族政策服务，为不断解决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民族问

题服务。 2、中国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 本研究方向以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各个阶段，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制定的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

的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即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

策，民族识别、社会改革、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少数民



族经济文化政策，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

信仰政策，少数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保障少数民族平等

权益的法律、法规、条例和法令）；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

理论与民族政策对民族工作的理论指导作用、民族工作实践

对检验和完善民族理论政策的反馈作用、民族工作发展历程

及民族工作经验等。通过对这些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经验的

系统的科学研究，将其理论化、系统化，进而更自觉地指导

民族工作。 本研究方向是本学科长期的、稳定的研究方向和

重点研究课题，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是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已有较成熟的完整的教材和成套的、

系统的资料以及大量的研究成果。突出的特点是着力与民族

工作实践相结合，提高民族理论政策水平，着重培养民族工

作实际技能。现实应用性和实际操作性强。因此，本研究方

向直接为党和国家制定、充实和完善民族政策服务，为培养

高层次研究人才和管理人才，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服务。 3、

民族关系研究 本研究方向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研

究民族关系的内涵、表现形式、核心问题、影响因素、发展

趋势及调控机制等理论问题，同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

唯物主义观点，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研究中国不同历史时

期民族关系的内容、性质、作用，从历史的纵深上研究中国

民族关系的演变发展的历史规律，从全局的高度上分析各个

历史时期民族关系的不同特点。 本研究方向是本学科长期的

、稳定的研究方向和重点研究课题，有较成熟的完整的教材

和大量的优秀科研成果。基本内容有历代王朝存在的民族问

题、统治民族的民族观；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内，统治民族对

被统治民族的管理制度及具体政策的内容、性质和作用；不



同时期民族关系的内容、性质、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及发展

趋势等。研究内容以现实中国民族关系为主，同时兼顾中国

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本研究方向的特点是研究中国民族关系

的发展规律和评估历代王朝民族政策的得失。这些研究将对

党和国家制定和完善民族政策，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巩

固、发展，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以

及我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国家的稳定持续发展有十分重

大的意义。 4、世界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 本研究方向以马克

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研究世界各国的民族情况，包括各国的民族构成及来

源、民族社会经济活动和文化传统等；研究世界各国的民族

问题、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民族矛盾，特别是当今国际

民族问题的特点及其趋势，以及各国解决本国民族问题的理

论、政策和措施；研究第三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斗争；研究民族主义思潮和

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规律及其在不同历

史时期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当今，民族问题已成为世界热点

，广泛影响着世界局势及有关国家的团结稳定和社会发展。

研究世界民族问题是研究国家民族问题的必然扩展和深入。

这一研究方向的设立和确定，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本研究方向近年已来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编写出几套成熟的教材和大量的优秀科研成果。并集

中了一批具有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力量。 本研究方向的宗旨在

于从世界角度研究探索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规律，为丰富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正确、全面地认识和不断地解决我

国民族问题提供借鉴和指导，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民族工作及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服务。 五

、学制与学分 标准学制为三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期间，

应至少修满36学分,其中：必修课不少于25学分（公共必修课7

学分、学位核心课程不少于18学分）、选修课不少于10学分

、实践调查1学分。 六、培养方式 1、采取系统的理论、知识

学习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导师指导和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

的方式，指导研究生的课程学习、论文写作、教学实习和社

会调查。注意培养提高研究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加强语言表达和写作能力的训练。 2、课堂学习要在导师指

导下，强调研究生自学，注重课堂教学、讨论、辅导、答疑

。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3、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创造条件，

组织研究生参加本学科学术研讨会和报告会；参加本学科科

研课题的调查研究和论文写作；参加本专业教研室有关的教

学研究和科研活动；导师鼓励指导研究生撰写学术论文并帮

助修改、推荐、发表论文。 七、论文撰写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

，应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作者单位，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期刊

上至少发表1篇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一般

为3-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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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