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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族际政治整合是多民族国家政治现实中日渐凸显出来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
书是对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进行专项研究的最终成果，着重阐述和论证族际政治整合的基本概念
和基本问题，构建族际政治整合的理论体系，形成族际政治整合研究的理论框架，从而推进族际政治
整合研究的健康发展，为我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创造新的学术增长点，为我国的族际政治整合提供理
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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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不过，在民族国家时代，族际政治主要产生和存在于多民族国家。许多民族构成复杂的国家
是在西欧民族国家的诱导和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压力下建立民族国家的。它们在取得民族国家的形态
后内部仍然存在着多个民族，是名副其实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政治互动，不论是对
多民族国家本身，还是对世界格局都具有根本性影响，它构成了民族国家时代族际政治的主要形态。
二、族际政治的基本内涵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基于民族利益并诉诸于政治权力的政治互动是不可
避免的。随着民族间的利益争夺经常化以及民族意识觉醒过程中对于民族利益的自觉追求日益普遍化
，民族间的政治互动也日益普遍化、经常化、多样化，并对人类的政治生活、民族的发展和演变产生
了突出且深刻的影响。而族际政治也正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才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内涵。从政
治形态的角度来看，族际间某些虽然具有一定政治色彩但其他方面的内涵大于政治内涵的互动，如民
族同化、民族融合等，并不属于族际政治的范畴；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思想和原则，对族际政治具
有深刻的影响，但它们本身是指导族际政治的原则，甚至就是某种意识形态观念，严格来说也不属于
族际政治的范畴。族际政治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将能够体现族际政治根本内涵的特性表现出
来，形成族际政治的特征。这些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民族是族际政治中的基本行为主体。族
际政治发生于民族之间，是族际互动的一种形式，因此，民族构成了族际政治的基本主体。这是族际
政治区别于其他政治形态的最根本的地方。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形：族际政治的一方为具体的民族，
另一方则为国家或政府，甚至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双方皆为国家。但此时的国家并不是作为国际政治的
行为主体，而是某个民族的代表者，因此，它与另一民族构成的关系并不是国际关系，而是族际关系
。这样的情况并不能改变族际政治的基本主体是民族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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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的一本书，值得买，店家不错很快
2、是周平老师最新研究成果了。
3、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政治学类一等奖。
4、这是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从新的角度论证的多民族国家整合模式，值得一看。
5、专业人士读物
6、有塑封，书质量不错，内容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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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民族是人群共同体，国家则是人类构建的政治结构和治理框架。不同形态
的国家，就是人类构建的不同的制度框架。相对于国家，民族是更为基础的一种社会结构。民族的形
成是不可选择的，而国家作为政治构建物则是可选择的——人们可以选择如何构建和构建什么样的国
家。而民族也体现出对国家明确的选择性——一个民族可以选择独立建立国家，也可以选择与其他民
族共建多民族国家（当然，这样的选择要受到具体的族际关系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并不是无
条件的）。　　民族对国家的此种选择性表明，已经处于某个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仍然具有脱离多民
族国家而另立国家的可能性——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这种可能性明显增大了。因此，多民族
国家面临着某个或某些民族要求另立国家——民族分裂主义运动是其直接表现——而破坏国家统一和
稳定的威胁。　　在民族国家之前，帝国或王朝国家应对此种威胁的常用手段是军事镇压。相对而言
，中国王朝国家采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恩威并用的手段显得
更为高明。但是，在民族国家时代，军事镇压手段常常面临着极大的风险。这种风险来自建基于民族
国家的世界体系以及基于世界体系的国际社会。世界体系和国际社会成为每一个融人世界体系的民族
国家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外部条件。这个外部条件的意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日益凸显。某个民族国家
对内部的民族分裂主义进行军事镇压可能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制裁。民族构成复杂的国家通过国
族机制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就成为一种意义重大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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