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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民族工作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重要部分，中国的各个城市开展了形式多样、各有特色的民

族团结进步工作。文章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标对现行的城市民族工作进行探讨，从广州、武汉、宁波、成都、呼

和浩特、南宁和贵阳等多个城市民族工作的实践切入，通过对不同城市的民族工作情况进行描述和分析，展现城市民族工

作的生动实践，发掘各城市民族工作的优势所在，为城市民族工作的发展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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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经历剧烈转型，各民族被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进程卷入其中，民

族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大量向东南沿海及经济发达城市流动。随着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城市，各民族之

间由于文化背景与风俗习惯的不同，在城市中会存在交流障碍、融入性差、缺乏认同等问题，严重的还会影

响到民族关系，引发民族矛盾，威胁国家安全。为保障各民族人民在城市中的合法权益以及建立平等团结

的民族关系，城市民族工作应运而生，并且逐步得到国家的重视。中国的城市民族工作源于散杂居民族工

作，随着大量少数民族向城市流动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民族工作成了一项专门的工作，并

且其地位在社会现代化治理中愈发重要［1］。

党的十八大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多次会议与指示精神中被提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加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新时代的民族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为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确定了

主线［2］。城市民族工作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中国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的

背景下，城市成了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各城市要根据各地的民族现状制定完

善的城市民族工作制度与体系，推动各族人民共建城市命运共同体，通过城市中各族人民满意度与幸福感

的提高增进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归属。

中国自数千年起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下，各族人民不断进行着民族交

融。在这种背景下，笔者曾针对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国家—民族”理论，该

理论基于中国现实，反驳了过分注重民族利益而忽视国家地位的“民族—国家”理论，同时也是对中国学

界几种常见民族理论的综合。“国家—民族”理论强调的是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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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族之间是一种主导与从属的关系，国家通过权力体制对各民族进行资源配置和发展规划，各民族在国

家的行政体制框架下进行各项活动［3］。笔者在后来的文章中又多次对“国家—民族”理论进行完善、阐述

以及应用［4 － 6］，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笔者提出从“国家—民族”“民族—国家”“民族—民

族”三个维度论述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7］。在城市民族工作中，笔者认为也应该基于城市与民族之间

的三个维度思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在城市民族工作的实践中更好地铸牢。

根据笔者近几年对多个城市民族工作的考察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的调研来看，目前中国大多数

城市的民族工作都是基于本城市治理体系框架下所进行的，基层实践经验丰富，但一定程度上缺乏理论指

导与覆盖范围广的体制机制建设。本文基于不同城市的民族工作现状，选取一些典型城市进行分析，归纳

了广州、武汉、宁波、成都、呼和浩特、南宁和贵阳的不同实践，发掘各城市民族工作中的可取之处，思考如

何在城市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各城市的民族工作实践

1． 城市民族工作中的“广州实践”
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北部，是中国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由于其地理位置与经济地位优势，自改革开

放后大量流动人口涌入。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广州的流动人口数已经超越户籍人口数，根据《广州年鉴》

的数据，截至 2020 年，广州有少数民族人口 82. 7 万人，其中非户籍少数民族人口 70. 9 万人，非户籍少数

民族人口占比约 85. 73%。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占比中都可以看到，广州少数民族人口在改革开放后的几

十年间增长了数十倍。庞大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一方面促进了广州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广州的城

市治理和民族工作带来了压力。广州在几十年的城市民族工作中总结出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城市民族工作

模式———“广州模式”。

中央统战部的《调研内刊》曾将广州城市民族工作的模式归纳为“五个注重”，即广州从政策引导、队

伍建设、品牌带动、群策群力、精细治理五个方面对城市民族工作进行了实践。广州市在这五个方面所进

行的实践具体如下: 第一，在政策引导方面，广州将中央指示与现实民族状况相结合，在总结经验与收集意

见中不断改进城市民族工作意见，制定广州市民族事业发展纲要，在中央精神的指示下制定民族工作政

策，引导广州城市民族工作发展。第二，在队伍建设方面，组织选派少数民族干部和招聘民族专业人才组

建了市公安局民族工作队、民宗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联络员队、少数民族律师队、清真拉面店联络员队

“四支队伍”，利用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信任，在少数民族同胞中建立起了系统有效的管理和服务机制。

第三，在品牌带动方面，创新性地推出了“两站一队”模式，即在广州少数民族相对聚集的地区建立专门为

少数民族同胞服务的法律援助工作站、社会管理服务工作站、志愿者服务队。广州市还将少数民族的特色

文化利用起来，发掘各民族文化优势，建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品牌。第四，在群策群力方面，广州积极探索

各民族的参与机制，保障各族人民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格局中的主体地位，鼓励各社会组织和民族社团

加入其中，建立起系统的治理机制。第五，在精细治理方面，广州建立了市、区、镇( 街道) 、村、网格五级民

族工作网络格局，明确各级责任，设立相应机构，完善服务管理体系。同时，广州市将信息技术运用到城市

管理中，创立了用于流动人口动态精准化把控的民族宗教数据综合分析应用平台，该平台收纳了广州市流

动人口的各项信息，可实现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信息化管理。

2． 城市民族工作中的“武汉实践”
武汉作为重要的枢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众多，在城市民族工作中，武汉市也逐步形成了一套完

整的城市民族工作体制。在武汉市的城市民族工作中，“33644”工程是武汉市民族工作的典型经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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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市民族工作“33644”工程是针对武汉市基层社区所进行的实践，武汉从 2011 开始在社区试行推广该工

程，目前该工程已经覆盖数百个社区，并且逐步扩展。“33644”工程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三进社区”，具

体指民族政策、民族文化、为少数民族服务进社区，这是社区民族工作的整体目标。力求“三个掌握”，指

社区要对社区中常住少数民族、流动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诉求的基本情况进行掌握。开展“六项活

动”，指在社区中开展民族政策教育活动、民族知识宣传活动、民族文化展示活动、为民族团结进步办实事

活动、各族群众联谊活动、各族群众结对帮扶活动。搭建“四个平台”，指信息网络平台、沟通交流平台、双

向服务平台、志愿者参与平台。建立“四项制度”，指信息报送制度、动态管理制度、协调服务制度、目标责

任制度”。“33644”工程从基层的民族互嵌社区做起，以基层带动整体，由点到面，铸牢了各民族群众的共

同体意识。该工程也为各基层民族社区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使其有制度可循，同时，这套覆盖性强、适

用性高的基层社区制度为城市民族工作提供了参考。

3． 城市民族工作中的“宁波实践”
宁波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发展迅速，其地理位置与经济地位决定了大量少数民族人口涌入该城

市，在近些年的探索与试点中，宁波在城市民族工作方面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民族工作机制。2021 年 4

月，宁波北仑区的《浙江宁波北仑基层民族工作标准化试点项目》获批，这是全国首个基层民族工作标准

化试点，宁波北仑区该试点获批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北仑区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城市民族工

作方法。

北仑区的城市民族工作经验可以概括为“四微”建设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微组织、微窗口、微热线、微

平台”。“微组织”是指在基层社区建立少数民族社团组织，通过少数民族社团组织与社区或政府建立沟

通渠道，反应少数民族群众诉求，使基层党组织和政府能够及时了解少数民族人口的困难或是诉求，掌握

他们的基本情况。北仑区利用区、街道、社区的三级社团服务组织，实现了对少数民族社团组织的管理和

建设，发掘了社团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微窗口”是为简化少数民族办事流程、保障在甬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的各项权益、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而开设的各类窗口，例如在少数民族相对较多的民族

互嵌社区开设为少数民族服务的窗口和绿色服务通道等，为少数民族提供社会保障、就业、事务办理、政策

等各方面的信息资源与服务。“微热线”是指由基层社区建立热线电话，为各民族群众提供服务咨询和信

息反馈，同时还利用微信、QQ 等社交聊天工具与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沟通，打通了少数民族群众与社区、政

府之间的沟通渠道，建立起行之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微平台”是为了促进流动人口尽快融入，为各民

族提供各类资源和信息所设立的信息平台，社区通过“就业援助会”等形式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就业

信息和专业技能培训等服务，促进少数民族的快速融入与素质提升。

北仑区自 2014 年开展“四微”模式建设以来，逐步形成了全覆盖、多领域的民族工作网络化服务，为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迅速适应城市生活提供了保障，极大提高了基层社区的服务效率，并于 2021 年入选成

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此外，北仑区还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方面试点建立关爱少数民

族子女、促进少数民族融入的“五位一体”协同机制，指坚持“环境熏德”，建立家庭成长协同机制; 坚持“文

化润德”，建立学校提质协同机制; 坚持“价值树德”，建立企业体验协同机制; 坚持“实践励德”，建立农村

实践协同机制; 坚持“行为养德”，建立社区服务协同机制。总体来说，宁波市的实践在创新城市民族工

作和解决少数民族“三个不适应”方面获得了良好效果，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了“宁波经验”。

4． 城市民族工作中的“成都实践”
成都市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重要中心城市，其高新技术产业和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吸引着西南地区

的大量少数民族流入。成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城市民族工作在城市治理中占据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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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位。近几年成都市在全国和四川省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取得重要成就，基于此，成都在民族工

作上的成功经验值得思考。

笔者在成都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成都的城市民族工作虽然没有形成固定的工作模式，但是成都的民族

工作实践注重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创建活动来增进各族人民对城市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在基层民族互嵌

社区的建设中也树立了一些典型。根据笔者在成都的调研经验以及民委和社区工作人员的介绍，笔者认

为成都市的城市民族工作的特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注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教育，

通过加强意识形态的方式提升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成都市通过建设教育基地、弘扬民族特色文化、举办

民族节日、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活动增进各族人民对城市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认同。

二是在民族互嵌社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铸牢基层群众的共同体意识。成都市建设成

了二十余个居民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区样板，为各民族提供了交流和参与平台，通过社会治理和文化品

牌的打造创建民族团结幸福城市，由各部门和各级政府共同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建立市、区

( 县) 、街道( 乡镇) 、社区( 村) 的四级联动机制，打造“四会平台”①，建立与少数民族流入地区相关部门的

协作机制，在基层设立便捷快速的服务机构，保障各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简化各族群众的办事流程，为各

族群众提供贴心服务，切实做好民族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市在基层民族互嵌社区的建设中创新出了基层社会治理的“1 + 211”治理新模

式，即在一个社区党组织的带领下，把业主大会和业主代表大会这两个组织以及一个业主委员会和一个监

督委员统筹起来，共同参与治理，既保证了社区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又发挥了社区中党员的带头作用和党

支部的领导优势。成都市还在新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层民族宗教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具体

划分了社区的 13 项职责与事项清单，为基层民族社区的治理划定了范围。

5． 城市民族工作中的“呼和浩特实践”
呼和浩特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城市，在少数民族构成上，蒙古族、回族、满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是主

要的少数民族，民族构成相对较为单一。此外，相比于广州、成都这类城市来说，呼和浩特的少数民族中户

籍少数民族占比较高，因此，呼和浩特市的城市民族工作也呈现出与其他城市的不同之处。

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呼和浩特的城市民族工作除了常规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在民族社区设

立“民族之家”和民族政策及法律法规宣传外，还从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教育、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等方面开

展城市民族工作。在民族经济方面，呼和浩特市围绕构建“一核双圈”的首府目标，划拨民族经济专项资

金用来扶持少数民族产业发展，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同胞经营的民营和中小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信

贷优惠，同时开展少数民族特色小镇和村寨的申报与建设工作。在民族文化教育方面，制定实施了《呼和

浩特市民族教育条例》，划拨针对民族教育的专项经费，加大教育投入，创办规范化学校，奖励少数民族优

秀学生，为经济困难的学生设立助学金; 推进“校安工程”，改造老旧校舍，提升各民族学生的教育条件; 针

对民族语文工作，由民宗局选派专人开展工作，做好蒙汉两种语言并用的管理工作，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注

重对蒙语的传承和保护。同时，呼和浩特市积极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对辖区内的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多种

形式的保护和传承，对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大力弘扬，编排出多种形式的文艺节目，在教育和文

化中增进各族人民的认同。在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方面，呼和浩特市针对全市，特别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回民

区进行清真食品管理和整顿工作，规范清真食品生产秩序，并颁布了《呼和浩特市清真食品管理办法》，以

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清真食品进行监管，把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重视起来，保障食品安全。

①“四会平台”是指区( 市) 县民族工作联席会、驻区有关单位联席会、街道党建联席会、社区民族工作协调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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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城市民族工作中的“南宁实践”
南宁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心城市，其少数民族占比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于前列，2019 年，南宁成

为全国深入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城市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南宁发挥其首府城市

优势，经多年努力探索出了一套具有特色的城市民族工作机制。

南宁市在城市民族工作上的模式可以概括为“123456”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在南宁市通过多主体、多

举措的工作方法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多样化的保障与服务。“1”是南宁市于 2010 成立的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服务中心。“2”是加强少数民族工作的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的建设，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同时优化少数民族工作服务平台。“3”是在市、区( 县) 、社区三级构建不同形式的服务网络

体系。“4”是建立完善工作准则、队伍建设、结对帮扶、法律援助四项基本服务制度。“5”是成立以少数民

族精英、骨干、志愿者和民族工作人员、专家为主的五支队伍。“6”是在法律援助、经商就业、子女入学、困

难补助、住房租赁、清真食品六个方面构建服务平台。［8］同时，南宁市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中不断开

拓领域，确定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八进”活动，“八进”是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进机关、进企业、进

社区、进乡镇、进军营、进学校、进寺庙、进商业街区。并且开展“五比五争”的评比命名活动，“五比五争”

的主要内容是: 比稳定发展，争当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地区; 比重视支持，争当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 企

业) ; 比团结和谐，争当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村( 社区) ; 比文明守法，争当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家庭; 比互助友

爱，争当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以民族团结“五讲”为宣传主线，构建多主体、多形式的创建活动，推进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7． 城市民族工作中的“贵阳实践”
贵阳作为贵州的首府城市，因其地理位置和行政属性，吸引着大批的少数民族人口来此就业、读书或

是从事经商等活动，因此，贵阳在城市民族工作方面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在制度探索方面，贵阳也探索出一

套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体制机制。

贵阳城市民族工作的亮点在于其民族团结进步“九进”制度，2020 年，贵阳市出台了《贵阳市深入开展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九进”实施方案》，该方案划定了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的九大主体: 机关、企业、社区

( 村) 、军营、乡镇( 街道) 、学校、宗教活动场所、景区和商业街区。“九进”工作明确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实践的不同场所，以及“三个离不开”思想，该方案要求各单位要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九进”工作，在各方

面给予大力支持，确保创建工作做到位，加快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的创建进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夯实基础。

三、转换思路，做好城市民族工作

在中央的号召下，各地城市民族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各城市根据具体情况发展出了适宜本城市

的民族工作经验和模式，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各城市在民族工作中大多还处于试点阶段，还未形成完善

的、可在大范围内推广的城市工作模式。基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应该对城市民族工作的经验加以总结，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逐步试点过程中摸索出一套覆盖范围广、适用性强的民族工作体制机制。针对城

市民族工作的未来走向，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把握。

1． 从不同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城市民族工作中，笔者认为要围绕城市和民族的三个关系维度来展开。

第一个维度是城市与民族关系的维度，可以概括为“城市—民族”。具体来说就是各城市在民族工作

的过程中要注重城市对各民族的主导性作用，即城市掌握着对各民族的资源配置和管理权力，城市中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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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在城市管理中处于从属地位。这个层面带给城市民族工作的启示是要认识到城市的作用，在经济方

面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户籍少数民族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划拨专项资金，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在行政

方面，利用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从城市到基层建立相应的管理部门，协调与之相关的各部门，从横向和纵

向两个方面建立多级、多部门的联动机制，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城市民族工作。

第二个维度是民族与城市的关系维度，可以概括为“民族—城市”，这个层面的要点在于把握城市中

的各民族与城市“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即各民族共同构成了城市这个共同家园。基于这个层面，城市

民族工作要通过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在各民族中共建城市共同体意识。城市民族工作中的

文化建设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必须重视文化宣传的作用，利用好电视媒

体、网络、宣传海报等多种形式的宣传载体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中提升各族人

民对城市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9］在这个方面，成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成都市以“蓉

城一家亲”为品牌，利用各类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投放宣传片，打造以城市共同体为主题的公园，还大力弘

扬天府文化，对优秀民族文化和非遗项目进行保护和传承，展现民族文化多样性，增进了各族人民对城市

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城市民族工作社会建设方面的主要内容是保障和改善各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提升

社会治理水平。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社会地位得到提升，社会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社会参与不

断增加，才能对城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认同。在生态方面，生态共同体是民族工作的未来发展方向，

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族人民对于城市生态环境的意识不断提升，城市民族工作可以围绕城市生态共同

体开展多种活动，提升各民族对城市生态共同体的认同。

第三个维度是民族关系维度，可以概括为“民族—民族”，这个维度是城市民族工作中最常见的维度，

特别是在基层社区的建设中，社会治理格局的创新增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大多数城市都

将基层的民族互嵌社区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领域，这是由民族互嵌社区的属性所决定的。民族

互嵌社区是城市中各族人民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场域，在社区中各族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共同建设和治

理社区的过程中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价值，容易结成共同体和构建平等团结的民族关系。各城市在基层社

区的建设方面都有着丰富的实践，但目前这种实践还只是小范围的，要对经验进行提炼，发展成有推广意

义的模式，在整个城市范围内进行推广。例如，宁波市北仑区作为浙江省和全国的基层社区民族工作标准

化试点，其“四微”模式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方面为全省和全国提供了借鉴，下一步这种模式

将在大范围内推广实施。

2． 把握城市民族工作模式的两个特性

城市民族工作模式有两方面的特性，一方面是“共同性”，即有效的城市民族工作模式对全国范围内

的民族工作具有借鉴意义，各城市可以在互观互学中借鉴和吸收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在共同进步中做好

城市民族工作，全面增进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目前，中国城市民族工作的先进经验和体制机制

主要集中于各大城市，一些中小城市和偏远城市的城市民族工作还在探索中，发掘和推广各大城市的先进

经验对于其他城市的民族工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城市民族工作模式的另一个特性是“特殊性”，即各城

市的民族情况不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工作模式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其他城市。城市民族工作在贯彻

中央精神，执行民族政策以及学习其他城市经验的基础上也要基于本城市现实状况及民族特点，因地制宜

开展民族工作，探索出一套真实有效的城市民族工作机制。

在民族工作方面，可以将城市分为两类，一类是民族地区的城市，这类城市中户籍少数民族人口较多，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为就近地区的各民族; 另一类是非民族地区的城市，这一类城市大多是因经济发展

较快而吸引了大量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或是定居，通常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数量远远多于长期生活于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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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且流动性强。城市在地区属性上的差异和城市的发展方向决定了城市的民族工作模式要因地

制宜，根据地区实际情况而进行。不同的城市在借鉴全国经验的基础上还要根据城市实际情况来制定民

族工作策略，这样方能保证城市民族工作的顺利进行。呼和浩特市城市民族工作的实践就是一个例子，该

市除了重视常规的少数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外，还基于本市民族企业多、民族学校教育教学条件相对较差以

及少数民族特殊需求等情况，从民族经济、文化教育和尊重少数民族习惯等方面做好民族工作。然而，在

广州，少数民族工作却是与之不同的方向，广州作为一线城市，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仅数量多且流动性

强，因此广州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上更为复杂，管理压力大，需要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

作为重心，在管理方式上需要建立多级联动的管理体制和拓展精细化、系统化的管理方式。呼和浩特市和

广州市的实践证明了基于城市民族情况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唯有立足实际，方能把握好民族工作

方向。

中国各个城市民族工作的实践各具特色，各有偏重，但其主线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城市

民族工作的过程中，各城市要以更加全面的视角看待城市民族关系，即基于城市与民族的关系、民族与城

市的关系，民族与民族间的关系这三个关系维度开展城市民族工作。同时，在城市民族工作中要注意借鉴

经验与因地制宜，在吸收各城市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适宜本城市的民族工作体制，以城市民族工作的

不断创新和进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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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 Integrated － Divers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ZHAO Xudong
( Ｒesearch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China，100872)

Abstract: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is based on the occurrence，continu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a
common consciousness，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individual，society and culture． These dimensional distribu-
tions reflect differences and commonality，as well as differences in self － expression of diversity and integrity，meanwhile，they dialec-
tically support each other，forming a relatively stable expression of the triangular pattern structure． Eventually，the higher － ranking
culture will be used as a more generalized or integrated image of value guidance，so that the differences and diversities existing in the
real world will merge and become the true expression of the integrated diversity． In this sense，cultural requirements are matched with
the high accumulation of material development to achieve self － improvement in the spiritual world． This improvement of the spiritual
world in response to changes in the material world is the fundamental path to build an integrated － diversity Chinese Nation’s com-
munity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integrated diversity; improvement of the spiritual world; differ-
ence; commonality

An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Ethnic Policies Consolid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BAI Liyou
( Institute of National Polici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Yunan，650091)

Abstract: Ethnic policy is designed for a multi － ethnic country to solve ethnic problems and handle ethnic relations． It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ethnic unity and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historical journey，with con-
solid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its main line to carry out the ethnic work in the era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play the role of ethnic policy as a policy mechanism，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is mechanism in the ethnic policy mechanism in policy practices，policy system，etc． Howev-
er，we must also realize that with the aid of ethnic policy mechanisms to forg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we need to combine other mechanisms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and advance with the tim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ethnic theories and ethnic policies．

Key word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ethnic policy; ethnic theory

On Urban Ethnic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olid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ZHANG Jijiao1，2，SUN Menghua1
( 1．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Institute of Sociology Beijing，China，100081;

2．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China，100081)

Abstract: Urban ethnic work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Various cit-
ies in China have been working on the progress of ethnic unity with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diversit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urban ethnic work with the goal of forg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Cutting into the practice of
ethnic work in different cities such as Guangzhou，Wuhan，Ningbo，Chengdu，Hohhot，Nanning and Guiyang，through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s of the cities as listed，this paper presents the vivid practice of urban ethnic work，digs out the respective ad-
vantages of urban ethnic work in those cities，thus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ethnic work．

Key word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ethnic unity; urban national 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