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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凝聚力是实现国家强大的力量源泉，符合国情的民族政策则是陶铸社会和谐、民族团结

的立本之源。俄罗斯联邦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其国家民族政策的调整变化，不仅是影响其社会发展

的核心命题，也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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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cohesion is the source of strength to realize the country，and the national policy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is the source of social harmony and national unity.The Russian Federation has a vast 

territory and many nationalities.The adjustment and change of its national policy is not only a core proposition 

affecting its social development，but also a subject worthy of our close attention and in-depth research. 

[Key words] Russian Federation；ethnic policy；multi-ethnic state 

 

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联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由于当时的

民族政策存在缺陷，复杂的民族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反而

在一定程度上被激化，形成了紧张甚至对立的民族关系。苏联

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政府深刻反思了这一问题，积极构建新型

民族政策体系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完整。 

一、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的基本情况 

俄罗斯联邦是一个多民族大国，截至 2023 年 1 月 1 日，

俄罗斯国内常住公民人口约为 1.46425 亿，国内共有 194 个民

族，以俄罗斯族为主，人口数量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80%，除

此之外，鞑靼人、乌克兰人、巴什基尔人、楚瓦什人、车臣人

和亚美尼亚人等民族的人口数量也相对较多。
[1]
苏联解体对俄

罗斯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各民族具有独特物质和精

神文化特色，但存在着发展严重不平衡状况，加之经济、生态、

心理、社会等多重问题加压，形成较为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 

1991 年俄罗斯联邦独立后，为解决国内长期积累下来大量

民族问题，在原苏联民族政策的基础上，先后颁布出台了《公

民法》《俄罗斯公民和睦协定》《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

想》《俄罗斯联邦公民和睦协定》《俄罗斯民族文化自治法》

等法律政策，旨在加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为国家安全稳定和

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内部环境。
[2]
 

2012 年，普京再次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后，实施了一系列

新的国家民族政策。2012 年 12 月 19 日，俄罗斯联邦正式出台

《2025 年前俄罗斯国家民族政策的战略》（以下简称《战略》），

用以替代 1996 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

开启俄罗斯国家民族政策新阶段，2013 年俄罗斯政府下令批准

了实施《国家民族政策战略》的行动计划，同年颁布了《加强

俄罗斯民族团结和俄罗斯各族民族文化发展（2014年-2020年）

联邦目标计划》，加强公民团结和协调民族间关系。
[3]
372018

年 12 月 6 日，普京签署了第 703 号总统令，对《国家民族政

策战略》进行了修订，提出加强俄领导层的多民族统一，防止

民族冲突等，新《战略》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领域的重要文件。

2023 年 5 月，面对俄罗斯国家在经济、军事、政治、信息领域

的新形势，普京发布总统令，要求各部门着手进行《战略》的

修改。 

二、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 

近年来，俄罗斯联邦国家的民族政策经历了一系列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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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优化，发现有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弱化民族自决权利，剔除民族分裂法律依据 

俄罗斯联邦成立后，吸取原苏联时期民族政策的教训，认

为民族自决权意味着各民族都有权利建立自己国家，各民族享

有高度政治独立性，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容易形成极端民族主

义，易发生民族分离和暴乱活动。因此在国家民族政策条文中，

竭力回避或不提民族自决权，修正了民族自决含义，规定俄联

邦国家是全民族共同享有的国家，并非是某个民族的国家，逐

步调整了对民族自决的看法，取消了共和国和各联邦主体的主

权地位以及自由退盟的权利，进而强调国家层面的自决权，旨

在消除国内民族分离主义分裂国家行为的法律基础。 

第二，主张人权和公民权，淡化民族自我与独立意识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政府发现，在理论上倡导各民

族完全平等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但在实践中却难以实现，反而

可能无意间助长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因此在国家民族政策

中，新俄联邦政府将原苏联时期倡导的民族平等改为公民权利

平等，并在国家的宪法和其他法律文件中，不再特别强调民族

平等和民族权利的问题，积极倡导国家公民身份，鼓励各民族

发展共同的公民道德价值观，将“各民族平等”转化为“公民

权利平等”的表达，强调在俄罗斯联邦内，人权和公民权处于

优先于民族权利的地位。 

第三，特别关注少数民族，化解民族冲突问题 

基于国内俄罗斯民族强烈的呼声，俄罗斯在独立初期，在

新制定民族政策中凸显俄罗斯民族利益，强调各少数民族需尊

重俄罗斯人在这个国家中的历史和文化重要性。根据《俄罗斯

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明确规定了俄罗斯民族在国家的政

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具有优先地位，在议会中享有较高政治

话语权，是俄罗斯联邦主权、权力和历史根源的表现者。
[4]
近

年来，俄罗斯联邦内部的少数民族问题仍然显著，民族间的冲

突频发，这些问题甚至成为了滋生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关键

因素。因此在《战略》中特别关注少数民族问题，重视人口数

量少的土著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权利的保障，也提出“为确保北

高加索的民族间和平，创造额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2018

年新《战略》规定，国家相关部门应该保护境内少数民族的权

利，对其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提供支持，保护其原有的生活

资源与传统生活方式。
[3]48

通过主张完善负责国家民族政策的

管理机制，协调立法、国家机构、公民社团等多领域力量，加

强保护土著民族和少数民族权利，尽力化解民族冲突问题。 

第四，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促进民族关系和谐 

原苏联时期反对民族文化自治，而俄罗斯联邦政府汲取教

训，开始允许各民族因民族制宜、因地区制宜，享有文化自治

的权利，强调多种文化的共存和平等。在实施过程中，主要依

靠非政府组织与公民自发的努力，联邦政府可提供必要的支持

和指导。此做法能够满足当时民族地方文化教育、艺术以及民

族自我意识发展的需求，有助于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

关系。普京时代出台的系列民族政策，对俄罗斯各民族民族文

化多样性的保留与发展提供了更有力法律保障。 

三、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的实施成效 

当前俄罗斯的民族政策在其设计和实施上展现出了显著

的成效。 

遏制了分裂主义的产生。俄罗斯各民族自治地区为了能够

争取到最大权益，在俄罗斯联邦创立初期都曾试图延用前苏联

的民族自决权，来寻求自身权利的扩大甚至独立性。“鞑靼斯

坦模式”无疑为遏制此类分裂趋势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在叶

利钦执政期间彰显出了显著成效。这一模式融合了制宪联邦和

条约联邦的特点，暂时化解了鞑靼斯坦分裂主义问题，然而，

这一模式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境。随着车臣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日

益加剧，和平手段逐渐失去了效力。为了避免国家的整体性受

到威胁，俄罗斯联邦政府在转型初期不得不诉诸军事行动来应

对，这导致了与车臣之间的两次武装冲突。尽管这给俄罗斯带

来了巨大的损失，但一定程度上在抑制了国内分裂主义的势

头。
[5]
在普京执政时期，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改革，旨在加强中

央政府的权威，同时限制地方的自治权，从而预防分裂主义和

确保国家统一。 

极端组织管控取得显著成效。自普京任职以来，俄罗斯联

邦针对极端主义分子展开了严厉打击。车臣战争爆发后，俄罗

斯联邦面临着频繁的恐怖袭击，这些袭击不仅威胁到了国家重

要部门的安全，也给普通民众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和伤害。然而，

经过联邦政府打击力度的不断增强，恐怖事件的产生频率得到

了有效控制。
[6]
从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的数据来看，车臣地区

在寻求独立的过程中其极端主义组织就逐渐形成，战争爆发

后，这些组织更加肆意妄为，恐怖活动愈演愈烈，导致大量伤

亡，最高峰值达到上千人。
[7]
尽管俄罗斯联邦政府在之后的几

年里对极端恐怖组织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但这些组织的活

动仍然持续存在，导致打击效果呈现出反复波动的状态。 

四、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发展变化的思考 

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的发展与变化，表明在一个多民

族大国发展过程中，为实现各民族和平共处和国家安定统一，

其民族政策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中国与俄罗斯同为拥有多元民

族构成的国家，两国在民族事务管理上面临着诸多相通的挑

战。新中国成立初期，正值政治国家权力亟待稳固之际，鉴于

苏联同样是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中国在构建多民族国家治理的

理论与实践体系的过程中，广泛吸收了苏联的经验。两国相似

的历史轨迹和民族结构，使得俄罗斯现今的民族政策对中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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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问题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俄罗斯在处理民族关

系、保障少数民族权益、促进民族间和谐及应对民族分离主

义等问题上的政策和措施，为中国提供了多方面的实例与重

要启示。 

首先，增强国民身份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

族的团结与进步不仅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更需要深

厚的情感作为纽带相联结。习近平同志对民族团结的深刻见

解，根植于长期的实践经验和深入的考察之中。他反复强调，

应通过先进的思想理论来凝聚民心，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

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8]
重点指出教育领域的重要性，认为

教育机构在塑造国民身份认同、巩固公民精神统一方面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共识，逐步实现

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 

其次，保护少数民族权利，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文化是

支撑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族群成员依靠这一力量来维

系本民族的团结。俄罗斯为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加大

了对民族特色文化的扶持工作。实施民族文化自治政策，确保

少数民族各项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这一措施缓和了不同民族间

的紧张关系，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9]
我国在制定和修改相关领

域法律时，以保护文化多样性为重要立法原则，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0]

主要体现在尊重和保护少数

民族的风俗习惯，确保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地位，充分保障

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等方面。促进不同民族文化间的

和谐共生与相互理解，达到文化多样性的平衡。 

最后，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结构，健全多元主体管理机制。

在普京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通过实施联邦主体的行政区域改

革，并在各联邦管辖区设立总统特使制度，优化了中央与地方

之间的沟通和管理机制。因此，我国在各民族的治理过程中，

通过设定具有包容性的总目标，可以引导各民族主体积极参

与，同时平衡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力求实现整体上的和谐统

一。少数民族干部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拥有共同的民族文化、

语言和生活习惯，这使得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帮助少数民族群众

理解和接受国家的政策。这也是保障少数民族群众享有自主管

理权的有效途径。 

中国与俄罗斯历史上曾有着相近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体

系，面对的国际环境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借鉴俄罗斯

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的经验，有助于我国在处理类似问题时

避免走弯路。然而我国的民族问题具有本国的特性，要完善

民族政策，需要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我们需要以全局

的战略视角来规划民族关系和民族事务的治理框架。同时，

必须明确认识到，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民族关系的和谐是全

体中华民族成员的最高共同利益，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这一伟大目标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付亚冰.当代俄罗斯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研究[D].山东

大学，2015. 

[2]韦林圻.转型以来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研究[D].南京师

范大学，2015. 

[3]戴艳梅，刘肖岩，徐祗朋.《2025 年前俄罗斯国家民族

政策的战略》解读与分析 [J].俄罗斯研究，2015，（04）：35-57. 

[4]韩刚.俄罗斯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转型研究[J].黑龙

江民族丛刊，2011，（03）：41-46. 

[5]杨新宇.基于民族主义视阈的车臣问题研究[D].中央民

族大学，2012. 

[6]张玉芬.普京政府治理车臣问题始末[J].当代世界，

2007，（05）：30-32. 

[7]杨建军.普京时期俄罗斯民族政策的改革研究[D].云南

大学，2019. 

[8]热西旦木•乌斯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民族团结的

重要论述研究[D].江   西师范大学，2022. 

[9]何俊芳，王莉.俄罗斯联邦民族文化自治政策的实施及

意义[J].世界民族，20  12，（04）：1-8. 

[10]蒋超，刘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多维度分析[J].广西

民族研究，2008，（01）：8-14. 

作者简介： 

姜郸（1989.10-），女，汉族，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博士，

讲师，研究方法：地方政府与基层治理； 

龙柏伊（1997.11-），女，汉族，黑龙江大庆人，硕士研

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基层治理； 

彭站站（1998.2-），男，汉族，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

生在读，研究方向：基层民主政治与基层治理。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课题：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进路研究（编号：2024-SMZY-011）；黑龙

江省省属本科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基础研究科研能力提升专

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及其对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现实的回

应研究”（编号：15071202304）：黑龙江省高校人才引进科

研启动费资助项目“基层治理效能提升中城市社区互动治理的

创新机制研究”（编号：13051202022）；“社会风险与公共

危机管理”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建设项目

（YJSKCSZ_202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