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论坛 2018观点集萃 

民族事务的亚洲经验 

文化文明子论坛 01  第一场   

5 月 27 日 13:30-15:30 

 

主席、主持人：纳日碧力戈：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李红杰 

国家民委巡视员 
中印两国民族事务治理比较研究 

1. 世界上处理民族事务主要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类。中国和

印度正是这两种治理体系在亚洲的体现。 

2. 中国的民族事务治理，具有鲜明的大陆特色，理念先行，实行

各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保持与时俱进。 

3. 印度的民族事务治理是被动而非主动作为形成的，这也就导致

了许多民族问题出现后只能被动应对。 

4. 中国和印度在民族事务治理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并终将

总结出民族治理的亚洲模式。 

    

张汉燚 

河西学院教授 

从河西走廊看周边 

1. 河西走廊是一个三维立体界面，其中每一个绿洲为一界面。各

级界面交互重叠的部分即是各民族交互部分。 

2. 河西走廊沿线的文化形态并没有完全融合，而是鲜活地保持其

特色而独立共生。 

3. 这种多元文化互嵌模式恰恰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

进程的重要动力和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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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力  

复旦大学教授 

 

什么是中国边疆的基本特性？ 

1. 边疆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主要以民族的属性来表达，即边疆都

是民族聚居区域。 

2. 中国文明是一个美美与共的多文明结合体，被汉文明之外其他

民族或族群的文明或文化所覆盖，是中国边疆最主要和最鲜明的

属性。 

3. 内亚性是中国不容忽略的概念，但实际上内亚的概念与中亚的

概念并无大的差别。 

 

丹增金巴 

新加坡国立大学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何以可能？新加坡经验初探 

1. 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手段，而且也是文化认同、实践和价值观

的载体，可以抵御来自西方的负面文化影响。 

2．新加坡实施“民族融合政策”（EIP）。为促进公共住房的种族和

谐，在公寓楼（微观层）和邻里层（宏观层）创建民族融合社区。  

3. 新加坡的政治环境几乎不存在沿着种族界线组织的政党。 

 

 
 

 

（编辑：特日乐、熊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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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事务的亚洲经验 

文化文明子论坛 01  第二场   

5 月 27 日 15:30-17:00 

 

主  席、纳日碧力戈：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方铁 

云南大学教授 

中国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管理制度 

1. 广义的边疆管理制度，包括政治制度、行政区划制度、行政管理

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2. 元代以前的中央王朝，在腹地外围的毗连地区实行较宽松的“羁縻

统治”。 

3. 元朝以后，政府根据当地社会情况采取具体政策。元朝的做法被

明清两朝所继承，清朝的边疆管理制度达到成熟、完善的水平。 

 

Dinh Hong Hai 

越南国立大学 

副教授  

骆越：从族群名称到区域研究 

1. 从骆越族群的名称再到其区域研究，骆越是范围非常大科学研究

对象。 

2. 要研究骆越，学者们必须关注中国南方和南亚少数民族族群。 

3. 从新的理论出发，我们可举一个越南的例子作为区域研究主题的

案例研究，以表明越南的越南与中国的骆越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4. 越南人无论是古时，还是今日，都被汉文化所影响，而非骆越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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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锐 

贵州师范大学 

教授 

一个华人家庭的中缅故事 

1. 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是一个风向标，它既是两国人民共同关心与

关注的大事，也是两国政府共同努力的方向。  

2. 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缅两个国家都经历了各种纷纷扰扰，

同时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只有正视历史，才能放眼未来。 

3. 国与国之间，彼此尊重，相互融入是增进互信最坚实的基础，但

这需要时间和行动来证明。  

 

 

那传林 

上海外国语大学 

副教授 

当代俄罗斯官方倡导的“俄罗斯世界”及其对俄罗斯现代民族国家建

构的影响初探 

1. “俄罗斯世界”作为俄罗斯官方支持的意识形态来自于当今俄罗斯

国家领导人对俄罗斯长期发展的战略思考并通过当代俄罗斯民族国

家建构过程中内政外交具体的决策表现出来，它代表着现实的俄罗斯

社会共同利益和核心利益。 

2. 作为当今俄罗斯官方倡导的意识形态，“俄罗斯世界”不是一维的。

它是个多元的概念，涉及到时间和空间、内政和外交等多个领域。  

3. 目前对“俄罗斯世界”这一提法在学界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一是二

十一世纪俄罗斯现实的地缘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反映，是苏联解体后对

于当代俄罗斯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回答。二是俄罗斯官方的口号，反

映了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部分精英在俄罗斯国力衰落后的后帝国

情绪和心态。 

 

讨论总结 世界各国在处理民族问题上都有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措施，值得各国

间学习或借鉴。 

（编辑： 特日乐、熊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