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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援藏援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李曦辉　 黄基鑫

（中央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教育援藏援疆政策自实施以来，有效促进了各民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学生不断

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和发挥重要作用。 在

回顾西藏、新疆面临的发展障碍及其历史成因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研开展了针对教育援藏援疆政策的学生

在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的调查，总结教育援藏援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 最后提出新时代教育

援藏援疆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目标，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顶层设计，以构建全国统

一劳动力市场为重要抓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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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教育支援西藏、新疆在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培育与铸牢工作中探索了积极、有效

的经验，为西藏、新疆各民族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

同体发挥了重要作用。 教育援藏援疆是党中央、
国务院制定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其人才培养政

策主要包括内地高中班、内地初中班、内地中职班

政策，少数民族预科班政策以及少数民族高层次

骨干人才培养计划。 实施教育援藏援疆，不仅是

旨在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教育政策，实现各民族教

育公平，更重要的是有助于针对涉藏、涉疆问题的

历史成因，有效解决西藏、新疆面临的发展障碍，
推进各民族形成均衡的文化水平和共有的文化认

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

族团结，促进西藏、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

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一、缘起：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
西藏、新疆的困境与成因

　 　 （一）西藏、新疆面临的发展障碍

西藏自 １９５１ 年实现和平解放、１９５９ 年实行

民主改革、１９６５ 年成立西藏自治区以来，新疆自

１９４９ 年实现和平解放、１９５５ 年成立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以来，西藏、新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在全国各兄弟省市的有力帮助下，实
现了从极度落后向文明进步的转变，从极度封闭

向开明开放的转变，从极度贫穷向全面小康的转

变。 从 １９８０ 年起，中央先后召开了七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实行了全面对口支

援西藏、全面对口支援新疆的宏伟政策，推动了西

藏、新疆与全国各兄弟省市之间形成了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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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文化联系，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休
戚相关、荣辱与共，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非凡

成效。 西藏、新疆的各项事业全面发展进步，社会

大局稳定，发展势头良好。 尽管如此，发展之路并

非坦途，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旧西藏分裂势力，以
“东突厥斯坦”恐怖组织为代表的民族分裂势力、
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等“三股势力”，以
及国际敌对势力，多年来一直在干扰着西藏、新疆

的各族人民群众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以及美好

幸福生活的追求，一直在企图阻挠西藏和新疆的

现代化发展甚至企图将西藏、新疆从中国分裂出

去。 达赖集团、“东突”等“三股势力”多年来裹上

民族、宗教、文化等文明的外衣后，在一些还处于

发展中的贫穷落后地方渗透，煽动朴素的群众百

姓，导致影响范围广、影响群体大、毒害程度深、去
极端化形势严峻，给西藏、新疆的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造成严重困扰，演变为影响西藏、新疆经济社会

发展的绊脚石和发展毒瘤。
（二）涉藏、涉疆问题的历史成因

达赖集团、“东突”等“三股势力”之所以可以

影响一些在西藏、新疆的无辜、朴素的群众百姓，
宣扬、渗透宗教极端思想，蛊惑、怂恿和教唆一些

群众与人民为敌，甚至走上暴力恐怖的犯罪道路，
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西藏、新疆的部分群众尚未

牢固树立中华文化认同，还需要大力培育和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因此，站在历史唯物主义

角度看，西藏、新疆正是由于历史原因，导致部分

人民群众尚未形成牢固的中华文化认同，或者说，
从历史长河角度看，西藏、新疆由于旧社会的解

体，部分人民群众正在形成中华文化认同的发展

过程中。
１．西藏、新疆处于全面形成中华文化认同的

发展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尚未全面普及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的演进是

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梁启超在《中国史叙

论》一文中，将中国文化描述为中国文化圈不断

扩张的过程，由中原的中国，逐渐向四周发展扩

大。 考古学家苏秉琦也认为中华文化在起源开始

时就形成了文化圈的概念，各类型文化通过接触、
冲突、交流与融合，有分有合，有兴盛有衰退，最终

文化群之间经过融合，形成不断壮大的中华文化

圈，而其中又仍有共相中之殊相。［１］ 因此，从中华

民族数千年历史来看，精彩纷呈、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

成者。 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中华文化的演变，
中华文化圈的扩大，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需要

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其中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根深蒂固的中

华文化认同。
从历史上看，西藏、新疆最早从秦汉“大一

统”建立后，就纳入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

局下发展，特别体现在行政体制管理上。 随着各

朝代的发展，西藏和新疆与中央政府联系日益紧

密。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西藏和新疆虽

然一直以来与内地保持了密切的经济、文化和政

治往来，但客观上还处于全面形成中华文化认同

的历史发展阶段。 因此，西藏、新疆的各族群众接

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时间在历史上相对较晚。
由于语言、文字的差异，时至今日造成西藏、新疆

的各族许多群众在学习、接受共同的中华文化上

仍存在一定困难，对于他们融入全国统一的劳动

力市场造成了一定阻碍，进而在融入共同的中华

民族经济统一大市场中也面临一定难题。
２．落后的社会形态阻挡进步，纷乱的宗教斗

争阻碍发展

西藏、新疆在实现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之前，
一直处于奴隶制、氏族制等落后的社会形态。 历

史上的中央王朝都是以政教合一或因俗而治的形

式对西藏、新疆实行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多元管理

方式。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西藏、新疆通过和平解

放、民主改革，各民族人民翻身做主，实现了从奴

隶制、氏族制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跨越。 在西

藏，直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各族群众都处于政教合

一的封建农奴制之中，上百万的农奴丧失了基本

人权，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世代依附于农牧主。 而

在新疆，直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末，南疆还存有农奴

制的社会形态，在畜牧区，一些民族甚至还停留在

氏族制的社会形态中。
在落后的奴隶制、氏族制限制西藏、新疆各族

群众人身自由的同时，统治阶级还通过宗教对他

们进行严密控制，千方百计阻拦他们接受先进的

文化。 在西藏，贵族统治阶级利用藏传佛教对农

奴进行控制，使得广大农奴心甘情愿地接受贵族

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奴役，精神世界沉浸在“极乐

世界”和“来世幸福”中。［２］而在新疆，各族群众在

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宗教信仰，从原始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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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萨满教，从佛教到伊斯兰教等。 直到 １１ 世纪

初，伊斯兰教才通过战争进入新疆并占据主导位

置。［３］因此，在西藏和新疆的历史上，严密的宗教

精神控制和纷乱的宗教斗争，形成了保守落后的

宗教和文化的排他性，致使西藏、新疆各族群众在

精神文化上难以获得自由，其精神文明的发展长

期处于停滞状态，也就导致了西藏、新疆各族群众

在融入中华文化认同的历史进程相对较晚。
３．清王朝的民族隔离政策阻挡了西藏、新疆

与内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清王朝是古代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

中国“大一统”政治发展的鼎盛时期，是西藏、新
疆的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
但清王朝的统治阶级出于维护其统治的狭隘目

的，在西藏、新疆实行了民族隔离政策，具体来说

就是阻止西藏、新疆的各民族与内地各民族特别

是汉族的往来交流，以此达到其统治稳固的目的。
清王朝为了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对内地和边疆

地区分别实行了行省体系与藩部体系，藩部体系

由中央 １６３６ 年设立的理藩院（前身蒙古衙门）管
理，与六部平行，各藩部以将军、都统、大臣统之，
具体而言就是在蒙古实行盟旗制度，在新疆实行

伯克制度，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清朝制定

了不同的政策，根本原则就是把藩部体系和行省体

系划为两大相互封闭的系统，实行双向的隔绝和封

禁，举凡政治、经济、文化都只能在各自的系统内存

在和运行。 在政治上，汉人不得涉足藩部地区事

务，不得到民族聚居区任职，反之，藩部官员也不得

到行省任职；在经济上，对藩部地区的土地和资源

实行封禁政策，未经特许不得行省居民进入和开发

利用，藩部居民也不得出关进入行省地区谋生，外
部贸易须经批准并在指定的时间、地点、人数和监

视下进行；在文化上，禁止藩部居民学习和接受汉

人文化，禁止与汉人往来与通婚。［４］

清王朝对西藏、新疆各藩部实行的分化、削
弱、隔离政策，对于各民族的进步、发展产生了不

利影响，阻碍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沟

通，延缓了边疆与内地经济文化差异的缩小，使地

区分割与民族差异长期存在，客观上阻断了西藏、
新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阻碍了西藏、
新疆与内地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阻挡了中华

文化在西藏、新疆的传播和吸收，影响了西藏、新
疆各民族中华文化认同的形成，是“清朝后期国

内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５］

二、经验：教育援藏援疆对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

　 　 教育援藏援疆政策自实施以来，有效促进了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不断坚定对伟

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

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取得了弥足珍贵的成效。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多年来，内地新疆班、内地西藏班，
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少数民族高层次骨

干人才计划（以下简称“少骨计划”）等各级各类

教育援藏援疆政策，累计招生 ９３. ５７ 万人，有效促

进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极大加强了西藏、新疆的

人才队伍建设。［６］

（一）重要指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召开了四次中央

层面的西藏、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了新时代党的

治藏方略和治疆方略，体现了中央对西藏、新疆工

作的高度重视。 ２０１５ 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提出，要“加强西藏与内地经济、文化、人员

双向交流”，要“大力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

群众相互了解、相互帮助、相互欣赏、相互学习”。
２０２０ 年，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再次强调，
要“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

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

会提出，要“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

结构和社区环境，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

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的规模，促进各族群众

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

情”。 ２０２０ 年，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再次

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
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

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在于经

济一体化的建设，以共同体形态实现国内经济统

一大市场的构建。 现代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

关键在于将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努力消除各区域

各民族的交流障碍和壁垒，利用各民族多样性的

机会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并由此创造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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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激发创新思维，这正是从文化认同到经济一

体的反映。 自古中国不仅仅是构成其物理基础设

施的道路、建筑、城镇等物理集合体，同样也是生

活于其中的各民族所有成员的生命与彼此互动的

累积，融合而成中华民族的共同体。 周竞红认为，
“各民族社会成员间缺乏大规模交往交流，各民

族成员间没有日常的社会生活接触交流，没有共

居、共学、共事、共乐，便不可能建立起社会成员之

间的理性认知和密切的社会联系”。［７］ 胡平等认

为，“个体持有的建构观水平越高，他们感知到的

群际差异、内群体认同和偏好越小，与外群体接触

的态度越积极，认为民族间的社会距离更小，更愿

意进行跨民族的交往”。［８］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大势，是社会和谐

共存的必然规律，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

展方向。
本研究以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到内地

工作和生活的意愿”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重要衡量指标之一，进而判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培育情况。 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以教育援

藏援疆中的内高班、预科班、“少骨计划”为例，从
高中、预科、研究生等三个不同层次和群体进行问

卷研究和调查，研究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在内

地工作和生活的意愿，探究其影响因素，深入探讨

教育援藏援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

响，以及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的

作用和意义。
（二）Ｌｏｇｉｔ 回归分析：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学

生到内地工作和生活的意愿

研究者于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对西藏、新疆内高

班、预科班、“少骨计划”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方面的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北京市选取

了一所高校以及两所内高班中学，具体包括对承

担预科班、“少骨计划”培养任务的北京市 Ａ 高校

进行调研，对承担新疆内高班培养任务的北京市

Ｂ 中学、承担西藏内高班培养任务的北京市 Ｃ 中

学进行调研。 同时，研究者也在西藏、新疆选取了

两所本地中学（Ｄ 民族中学和 Ｅ 民族中学），进行

本地高中学生的调查，作为本次调研的对照组。
１．数据来源

本次调研问卷共发放 １２００ 份，回收 ６５０ 份，
其中有效问卷 ５８３ 份，有效率为 ８９. ７％。 在 ５８３
份有效问卷中，性别方面，男生占 ４４％、女生占

５６％；民族方面，藏族占 ５７％、维吾尔族占 ４３％；家
庭类型方面，农牧区家庭占 ４６％、小城镇家庭占

２７％、城市市区家庭 ２７％；家庭收入方面，３ 万元

以下占 ３８％、３ 万元 ～ ８ 万元占 ３８％、８ 万元 ～ ３０
万元占 ２０％、３０ 万元以上占 ４％。

２．研究变量

因变量为少数民族学生到内地工作和生活的

意愿。 本文调研了在内地就读的新疆维吾尔族学

生和西藏藏族学生将来到内地工作和生活的意

愿，选项分为“意愿强烈、有意愿、没意愿”。 为了

研究方便，本文将因变量的答案合并统一为“有
意愿、没意愿”，因此因变量是一个二分类变量。
本文将“有意愿”因变量取值为“１”，而将“没意

愿”因变量取值为“０”。
自变量包括民族、家庭类型、高中类型、国家

观、求学意愿、性别、家庭年收入、对国家通语言的

掌握程度、民族观、对国外生活的向往，具体标注

为 Χ１ ～Χ１０。 在回归模型中，偏回归系数 βｉ 表示

当其他自变量不变时，Χｉ 每改变一个单位，所预

测的因变量的平均变化量。 具体自变量如下：
Χ１ 民族———选项分为“维吾尔族”“藏族”；
Χ２ 家庭类型———选项分为 “农牧区家庭”

“小城镇家庭”“城市市区家庭”；
Χ３ 高中类型———选项分为 “内地高中班”

“区内高中班”；
Χ４ 国家观———设置题目“您会为自己是中国

人而感到骄傲吗”，选项分为“是” “不是” “说不

清”；
Χ５ 求学意愿———调查新疆维吾尔族学生和

西藏藏族学生在内地读书的意愿，选项分为“意
愿强烈”“有意愿”“没意愿”；

Χ６ 性别———调查不同性别新疆维吾尔族学

生和西藏藏族学生留在内地工作和生活的意愿强

烈程度差别，选项分为“男”“女”；
Χ７ 家庭年收入———调查新疆维吾尔族学生

和西藏藏族学生的家庭收入状况，选项分为“３ 万

元以下”“３ 万元～８ 万元”“８ 万元 ～３０ 万元”“３０
万元以上”；

Χ８ 对国家通用语言的掌握程度———选项分

为“能熟练使用”“能听说，不会读写”“能听懂，不
会说读写”“完全不懂”；

Χ９ 民族观———设置了题目“您认为中华民族

的概念是”，选项分为“汉族” “少数民族” “５６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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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不清楚”；
Χ１０对国外生活的向往———设置了题目“您是

否向往国外人民的生活”，以此探究对国外生活

的向往程度是否会影响新疆维吾尔族学生和西藏

藏族学生在国内内地工作和生活的选择，选项分

为“是”“否”。
３．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

本文运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对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

工作生活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 “１”表示

有意愿，“０”表示没意愿，解释变量主要包括民族、
家庭类型、高中类型、国家观、求学意愿的变量。

在本研究中，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采用最大似然

法，误差项服从二项分布。 各自变量的偏回归系

数 βｉ（ ｉ ＝ １，…，１０）解释为当自变量 Χｉ 每一单位

发生变化时，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工作生活意愿

中有意愿和没意愿的发生比（ｏｄｄｓ）的自然对数值

的改变量。 Ｅｘｐ（βｉ）为发生比率（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即 ＯＲ
值），解释为当自变量 Χｉ 每一单位发生变化时，少
数民族学生有意愿在内地工作生活的概率与没意

愿在内地工作生活的概率的比值是变化前的相应

比值的倍数。
本文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３. ０ 软件作为数据分析的软

件，运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采用二

元 Ｌｏｇｉｔ 回归分析模型，模型形式为 Ｌｏｇｉｔ （ρ ／ （１－
ρ））＝ β０＋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ｋＸｋ。

４．回归结果

首先对模型整体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并查看

模型的拟合情况，以确保模型整体在统计上是显

著的，进而保证模型的结果具有现实的解释意义，
具体输出结果如表 １ 所示。
　 　 通过对以上结果进行整理，可以得到以下

Ｌｏｇｉｔ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如表 ２ 所示。
　 　 ５．结果分析

上述回归结果为调查问卷变量及 ５％ 水平上

显著的诸变量参数估计，而性别、家庭年收入、对
国家通用语言的掌握程度、民族观、对国外生活的

向往对维
表 １　 二元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拟合结果

条目 数值

样本量 ５８３
χ２ １８９. ３９９∗∗∗

自由度 ｄｆ ５
对数似然估计值 ５６５. ４６２

伪决定系数
Ｃｏｘ ＆ Ｓｎｅｌｌ ０. ２７７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０. ３８２

　 　 注：∗∗∗ ｐ＜０. ００１

表 ２　 二元 Ｌｏｇｉｔ 回归分析结果汇总

变量 β Ｓ．Ｅ． ｐ ＯＲ
ＯＲ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常数项 －１. ９０２∗∗∗ ０. ５２７ ＜０. ００１ ０. １５
Ｘ１ 民族 ２. ４６２∗∗∗ ０. ２６４ ＜０. ００１ １１. ７３ ６. ９９０ １９. ６７２

Ｘ２ 家庭类型 ０. ４５６∗ ０. ２１６ ０. ０３５ １. ５８ １. ０３３ ２. ４１１
Ｘ３ 高中类型 －０. ７５６∗∗ ０. ２３７ ０. ００１ ０. ４７ ０. ２９５ ０. ７４７
Ｘ４ 国家观 ０. ７９１∗ ０. ３９０ ０. ０４２ ２. ２１ １. ０２８ ４. ７３４

Ｘ５ 求学意愿 １. ３８１∗∗ ０. ４４３ ０. ００２ ３. ９８ １. ６６９ ９. ４７３
　 　 注：∗∗∗ｐ＜０. ００１， ∗∗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５

吾尔族和藏族学生在内地工作生活意愿没有显著

影响。 根据回归结果，其影响与程度分析如下。
对于民族因素而言，Ｐ 小于 ０. ０５，因此显著，

有意义；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相对于“藏族”来说，“维吾尔

族”的发生比大于 １，因此相对于“藏族”来说，
“维吾尔族”更愿意留在内地工作和生活，其愿意

留在概率比“藏族”高 １０７３％。 可以看出，新疆维

吾尔族学生表现出愿意留在内地工作和生活的意

愿，而西藏藏族学生表现出不愿意留在内地工作

和生活的意愿，形成了显著差别。 这也可以反映

出新疆、西藏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工作、人际交

往中的一些差异，新疆维吾尔族学生更加外向、开
朗，喜欢与人交往，融入新的社交群体，而西藏藏

族学生更加内向、腼腆，喜欢与熟悉的人抱团交

流，不太愿意融入新的社交群体。
对于家庭类型因素而言，Ｐ 小于 ０. ０５，因此

显著，有意义；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相对于“农牧区家庭”来
说，“小城镇家庭”和“城市市区家庭”的发生比大

于 １，因此相对于“农牧区家庭”来说，“小城镇家

庭”和“城市市区家庭”的少数民族学生更愿意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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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工作和生活，愿意留的概率比“农牧区家

庭”高 ５８％。 可以看出小城镇家庭和城市市区家

庭的学生从小经历了城市化的生活，更喜欢大都

市的生活，特别对与内地城市化建设比较完善的

来说，对小城镇家庭和城市市区家庭的学生自然

而然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他们也更加愿意留在

内地工作和生活。
对于高中类型因素而言，Ｐ 小于 ０. ０５，因此

显著，有意义；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相比于“内地高中班”来
说，“区内高中”的发生比小于 １，因此相对于“内
地高中班”来说，“区内高中”更不愿意留到内地

工作和生活，不愿意留的概率比“内地高中班”高
４７％。 可以看出，有过内地高中班经历的少数学

生更愿意留在内地工作和生活，究其原因可能是

区内高中经历的少数民族学生在文化、社会和民

族交往方面比较单一和封闭，缺乏大规模的交往

交流，对内地社会的认知存在距离感。
对于国家观因素而言，Ｐ 小于 ０. ０５，因此

显著，有意义；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相对于对国家认同度

较低的调查对象来说，国家认同度高的发生比

大于 １，因此相对于国家认同度较低的来说，国
家认同度高的少数民族学生更愿意留在内地

工作和生活，愿意留在概率比国家认同度较低

的高 １２１％。
对于求学意愿因素而言，Ｐ 小于 ０. ０５，因此

显著，有意义；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相对于不愿意在内地就

读的来说，愿意在内地就读的发生比大于 １，因此

相对于不愿意在内地就读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
愿意在内地就读的更愿意留在内地工作和生活，
愿意留在内地就读的概率比不愿意在内地就读的

高 ２９８％。 可以看出，愿意在内地读书的学生内

心就向往着到内地工作和生活，因此他们才会向

往到内地求学，这也可看出学生们到内地求学的

动机。
（三）结论与建议

第一，要扩大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

的人才培养规模。 根据在北京、西藏、新疆先后选

取的高校、高中、初中等进行内地就读学生和西

藏、新疆区内就读学生对比情况来看，内地就读学

生通过各民族全面交往交流交融，其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更为强烈。 从当前情况看，除了普通高

考和全国研究生考试外，内高班、内初班、内职班、
预科班、“少骨计划”是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学生

到内地就读的重要渠道，提供了让西藏、新疆各民

族学生充分、全面参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

要平台。 因此，要将政治素质作为西藏、新疆人才

培养的第一位，把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人才评价标准，不断扩

大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到内地求学的规模。
这不仅是解决事实上教育资源不平等的重要手

段，也是事关国家发展稳定、事关各民族人才培养

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西藏、新疆教育的重要补充形

式，在促进西藏、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维护国家统

一、增强民族团结、增进文化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
第二，要增强在内地就读的西藏、新疆少数民

族学生与内地各民族学生的交往交流交融。 通过

教育援藏援疆的办学平台，西藏、新疆各民族学生

获得了广泛接触内地各民族的成长空间，进而通

过跨文化交流，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实现了不同

民族文化间的交融与共享，有力增强了西藏、新疆

少数民族学生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 建议一是要

增强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就读的文化

适应，学校可通过创立多元的文化环境、提供良性

文化适应平台来实现；二是要深入了解师生需求，
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发展多元化管理模式。 特别是

建议在内高班扩大规模，选取新的承办学校时，多
考虑办在具有一定实力、文化底蕴较为厚实的二、
三线城市；承办内高班学校的教育质量要适中

（如市级示范高中），以减少学生在学习上的压

力，增加自信心；以往内地高中班独立建校的模式

应逐渐过渡到混校、混宿的形式，以增强不同民族

学生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第三，要着力提高在内地就读的西藏、新疆少

数民族学生的综合能力素质。 调查发现，教育援

藏援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其毕业生整体综合素质较高，国家语言文字

能力、环境适应能力、人际交流及沟通表达能力、
创新思维及随机应变能力普遍更强。 这些综合素

质能力的提升得益于其在内地学习、生活以及不

同文化环境的熏陶和培养。 建议今后要着力提高

西藏、新疆在内地就读的少数民族学生到内地就

业的素质和能力，帮助他们在专业技术方面增强

优势和能力，在融入内地工作、生活时具备更大的

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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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启发：以教育援藏援疆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

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９］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后，在生产者完全

占有生产资料获得自由之后，［１０］ “代替那存在着

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

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

的自由发展的条件”。［１１］ 而在自由联合体实现之

前，国家作为一个重要的中介承担起实现社会形

态过渡的责任，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国家的真

正的‘社会教育作用’就在于它的合乎理性的社

会的存在”。［１２］马克思提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

把人的世界与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１３］ “人的

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１４］ 盖尔纳

认为，工业化必然会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的地方和

群体所接受，在这种社会环境里，政治、经济和教

育方面就都会存在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国家为了

把其种族群体变成一个均衡的民族以及为了发展

经济所作的努力，便成为同一项任务的一部

分。［１５］均衡的文化水平是人的素质发展的体现，
也是补齐短板的重要内容。 史密斯则提出，后进

区域的人们如果缺乏享有共同文化，现代化浪潮

带来的新来者如果有着与原来的城市居民不同的

肤色、语言或宗教，那么在阶级冲突中还会增加族

群对抗。［１６］共有的文化认同也是人的素质发展的

体现，与文化水平一起构成了当代经济统一大市

场的重要内容，如果缺乏均衡的文化水平以及共

有的文化认同，就会给经济一体化发展造成短板。
正如亨廷顿所说的，经济一体化依赖于文化的共

性，经济合作的根源在于文化共性。［１７］

因此，教育援藏援疆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重要手段，是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

一核心目标、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大市场、构筑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政策体系模式。 教育

援藏援疆要在实现促进各民族学生往来的同时，
可以发挥其优势，即经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

现对中华文化的牢固认同。 教育援藏援疆要将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核心目标，在各民族

学生中培育中华民族的共有文化，［１８］ 推动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打造包容性更强、凝聚力

更大的共同体。
（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教育

援藏援疆的核心目标

２０２１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上指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

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

的共同体理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
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

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
“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１９］ 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不仅是西藏、新疆地区的核

心工作任务，也是全党全国的重点工作任务，［２０］

全国各地区应通过教育援藏援疆的平台，大力接

收少数民族学生到本地求学，接纳少数民族员工

到本地工作，为少数民族公民提供良好的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氛围，促进各民族群众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日益巩固。
（二）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教育

援藏援疆的顶层设计

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第七次中央西藏

工作座谈会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为新时

代西藏、新疆的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丰富和完善

了新时代的治藏方略和治疆方略。 对口援藏援疆

的开展需要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
一步加强西藏、新疆与内地经济、文化、人员的双

向交流。 新疆、西藏与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工作

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工程、系统工程，需要注重统筹

谋划、总体规划，既要新疆、西藏与内地共同制定

做好相关规划，也要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和

力量共同推进该项工作。 教育援藏援疆要在政策

导向上进一步向推动和深化西藏、新疆与内地的

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倾斜，做好西藏、新疆与内地交

往交流交融政策的顶层设计工作，把新时代教育

援疆援藏工作从传统的受援地新疆、西藏延伸到

本地区中，做好两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工作，
在支援地做好内地就读的人才培养和毕业服务管

理工作。 要把交往交流交融工作纳入对教育援疆

援藏的考核体系，明确考核指标，将学生内地就读

数量及质量、社会融入程度等列入考核指标体系，
保证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取得重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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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构建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作为教育

援藏援疆的重要抓手

随着 ２０２０ 年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目标的

实现，对口援藏援疆的工作重点应该从基础设施

和民生项目等“物”的建设逐渐转移到“人”的发

展上。 在如何促进“人”的发展方面，教育援藏援

疆通过人才培养构建起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

促进“人”的发展的重要抓手，具体体现为均衡的

文化水平和共有的文化认同。 进入新时代，教育

援藏援疆要根据中央对西藏工作和新疆工作的最

新精神，及时调整政策导向，优化人才培养政策，
明确教育援藏援疆作为西藏、新疆与内地加强人

才双向培养和交流重要途径。 建议调整在西藏、

新疆实施的内高班、内初班、内职班，少数民族预

科班，“少骨计划”的政策导向，从以往为西藏、新
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政策导

向，调整成为内地和西藏、新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培养少数民族人才；要以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
宗教观和文化观等“五观教育”内容为抓手，建立

考核指标体系，每年对各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进行考核，摸清各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

同的现状［２１］；要进一步加强现代文明教育，推广

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引导各族学生在思想观

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２２］，努力

构建起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推动各民族共同走

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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