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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70年来，作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重要内容的我国民族事务治理 

体系已经比较完整和成熟。其中，民族工作机构是实施民族事务治理的主体和实体，它经历了 

形成和发展的长期过程，也展现了一种社会化的大格局。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在一些地方党组织中设立了专门的民 

族工作机构，或称“少数民族工作部”，或称“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和“民族部” 

等。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成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除了主持西北各省党的工作以外，也分 

管少数民族事务。西北工作委员会撤销以后,1941年7月中央设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 

专门负责民族工作。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地方政府中的民族工作机构也开始设立。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民族工作机构的设置逐步规范化。第一，以统战部保证党对 

民族工作的领导。自1939年起党中央和下属机构中就有了统战部的设置。新中国建立伊始， 

李维汉就明确将民族关系的缓和、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作为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职能。第二， 

设置专门性的政府民族工作机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设立的35个部门 

中，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位列其中。在中央民委之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中也大都设 

有民族事务委员会。1951年3月，为加强对民族工作的指导和部委间的配合,政务院建立了 

“政务院民族工作会议制度”，由政务院秘书长和29个部委的主要负责人组成，每两周举行一 

次会议，专门讨论、协调处理民族工作中的一些问题。1954年9月，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组织法》，政务院改称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也 

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简称国家民委。第三,人大和政协系统设置民族工 

作机制，参与民族工作。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了“民族委员会”。政治 

协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根据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性质，各级政协也把协 

助民族工作作为一项重要职责。第一届全国政协即设立有“民族组”;从第七届开始设立“民族 

委员会”，第九届后改称“民族宗教委员会”。政协的各地方委员会也都设有相应机构。各级政 

协在宣传、协助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团结少数民族上层、沟通少数民族和政府的联系，反映 

少数民族的意见和要求,巩固和发展新的民族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革”期间，上述民族工作机构或被替代或被取消，民族工作受到严重影响。1978年3 
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恢复国家民委。从1979年开始，地方民（宗）委（厅、局）也 

陆续得到了恢复,基本上归属同级人民政府。在地州和县级政府中，有的民（宗）委（局）与当地 

统战部合署办公，受同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领导。

民委委员制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央和地方各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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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成立时就实行了委员制，最早成立的中央民委就是由来自不同民族的26名委员组成。1979 
年1月，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民委委员共73人，也是来自不同的民族。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民 

族代表性的委员制后来逐渐转变为职能部门代表为主的委员制。2002年7月28日，国务院 

同意并转发了国家民委上报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兼职委员单位及其职责》，确定了国家计 

委、经贸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人事部等20个国家部门为国家民委兼职委员单位，各部 

门一位负责同志担任兼职委员。国家民委定期（一年一次）或不定期召开民委委员全体会议， 

交流民族工作情况，听取兼职委员单位对做好民族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研究并协调解决民族工 

作中的重大问题。目前，国家民委委员单位已有32个。各委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 

结合实际共同做好民族工作。除国家民委之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建立了民委委员制。民委委 

员制度改变了民委一家做民族工作的局面，整合了各个部门的资源，为民族工作提供了制度保 

证。因此习近平、俞正声等中央领导人曾多次肯定，强调要坚持好、完善好民委委员制。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目前我国民族工作的主要部门及其职能是：（1）统战 

部系统，包括中央统战部和地方各级党委统战部。一直以来，统战部门担负着民族工作大政方 

针的调研、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的联系等职责。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后，中央统战部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主要职责明确为：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方针，研究拟订 

民族工作的政策和重大措施，协调处理民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根据分工做好少数民族干部工 

作，领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依法管理民族事务,全面促进民族事业发展等。（2）民委系统，包 

括国家民委和地方各级政府民委（或民宗局）。国家民委是主管国家民族事务的国务院组成部 

门，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民族工作中的参谋助手;地方各级民委是地方各级政府管理民族事务 

的职能机构，是地方党委、政府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参谋助手。在2018年开始的新一轮国家机 

构改革中，国家民委除仍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之外，又明确归口中央统战部领导。国家民委之 

下,各级地方民委（或民宗局）也归口同级统战部领导。这一改革是中央为加强党的领导，将民 

族工作放在统战工作大局下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形成合力的重要调整，也是民族事务治理体 

制上的重要调整。（3）人大系统，包括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民族委员会，主要职责是民 

族法律法规的审议、制订和对民族法规的贯彻落实进行监督以及对民族工作的调研和指导。 

（4）政协系统，包括全国和地方各级政协的民族宗教委员会 ，主要职能是对民族宗教工作进行 

调查研究、反映情况、建言献策，并对相关部门的工作给予指导和监督。（5）此外，在文化、教 

育、经贸等领域也设置有专门或兼顾的民族工作机构。为了加强领导和协调，一些省、区、市也 

曾根据本地情况，建立了民族工作领导小组或民族工作部、民族工委、民族事务协调委员会等， 

成员单位由政府各职能部门组成。

新世纪以来，民族工作社会化成为一个日渐凸显的发展方向。目前,关于“民族工作社会 

化”可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指随着民族事务的增多，“民族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方方面面都要做 

民族工作”，民族工作伸展的空间越来越大，其他党政部门和机构也有了承担民族工作的责任。 

另一种是指“体制”外社会力量（包括各类社会组织、企业、宗教界人士等）的广泛参与，使民族 

事务治理渗入到乡村、企业、社区、街道等各个层面。“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各方协调、社会参 

与”体现了民族工作社会化的大格局。

（作者王希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 

街27号6号楼，邮编100081）
〔责任编辑马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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