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民族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大纲 

学位类型：学术学位 

学科代码及名称 0304民族学 

方向代码及名称 02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科目代码及名称 902-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考试内容 

复习章节 

（一）绪论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 

（三）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 

（四）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六）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 

（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民族地区发展 

（八）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九）解决好民族问题关键在人 

主要内容 

本专业方向主要考察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的掌握和理解，重点考察 2014 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中国特色民族理论

与政策的发展、创新和对民族工作的指导意义。 

（一）绪论：民族理论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 



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形成、发展和研究对象 

2. 本专业方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 

1. 民族的一般特征和民族发展的规律 

2. 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 

3. 民族问题的概念和特点 

（三）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 

1.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2. 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 

3. 统一和多民族是我国的重要财富和优势 

4. 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概况 

（四）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1.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内涵 

2. 中国与西方在解决民族问题道路上的差异 

3. 我国民族政策创新发展的正确导向和原则 

（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涵及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

程 

2.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3.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与《民族区域自治法》 

（六）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 

1.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 



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原则、方向和路径 

4. 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实现现代化与民族地区

的发展 

1. 民族地区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

意义 

2. 西部大开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乡村振兴，生态文

明建设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3. “一带一路”建设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开放开发 

（八）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2. 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谐之魂 

3.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4. 不断增强“五个”认同 

（九）解决好民族问题关键在人 

1. 党的领导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 

2. 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 

3. 加强民族地区基层组织建设 

试题类型 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等 

允许考生携带的

考试工具 
无 



参考书目 

1、吴仕民主编：《中国民族理论新编》（第三版），中央民族

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

导读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