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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内蒙古的民族政策探究

张　元

（延安大学政管学院　716000）

摘　要：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的特点，结合实际，提出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与民族区域自治等一系列的民族政策，对于团

结各民族有着重要意义。这些政策在内蒙古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与执行，有效的使内蒙古各地人民群众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延安时期共产

党对内蒙古的民族政策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延安时期的对内蒙古民族政策对于解放后甚至当下国家的民族政策研究都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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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Yanan perio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ur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ethnic policies such as ethnic equality, ethnic unity and ethnic regional autonomy, for the unity of all ethnic groups has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hese policies have been well carried out and implemented in Inner Mongolia, effectively enabling the masses of Inner Mongolia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The ethnic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owards Inner Mongolia during the Yan ‘an Perio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The ethnic policy of Inner Mongolia in Yan ‘an period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national ethnic policy research after 

liberation and even at present.

Key words: Yan ‘an Period; Inner Mongolia; Ethnic policy

引言 ：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的民族问题都高度重视，

将其放在国家战略高度的位置上。延安时期内蒙古的立场问题关乎

着抗日战争局势的走向，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实行例一系列的民族

政策，使内蒙古自治区成为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民族自治区。内蒙

古民族成功的解放离不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制定的方针、政策。

本文通过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的民族政策探究，希望对

于新时期我国对内蒙古的民族政策提供借鉴。

1、延安时期内蒙古的民族问题

内蒙古的民族问题是我国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延安时期，

内蒙古的民族问题越发重要。在延安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对话发

动侵略战争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蒙古族的压迫与不作

为原因等，致使内蒙古地区的民族问题更加重要。

1.1 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侵略

日本帝国主义将占领满蒙作为其侵略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并

且喊出“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

中国”口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略看，日本帝国主义想通过

内蒙古来打开突破口，将其作为跳板，从而侵略青海、宁夏等西北

地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分析，如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内蒙

古地区，将会以此作为跳板，形成对外蒙古与苏联的威胁，日本帝

国主义能够与德国纳粹形成战略呼应，最终可能会导致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战争态势转变。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短时间内日本侵略军就

发动侵略并且占领了内蒙古东部地区。在侵占期间，日本帝国主义

一直阴谋挑拨汉族与蒙古族间的矛盾，想要加快我国民族分裂的速

度。日本帝国主义还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建立伪蒙疆政权，想要达到

其“以蒙治蒙”的险恶目的。[1]

1.2 国民党对蒙古族的压迫与不作为

在国难当头，日寇猖獗的关键时期，国民党依然对统治区内

的蒙古族人民进行压迫，导致群众怨声载道。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在

蒙古的所作所为，国民党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依然采取“攘外必

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仅仅在表面上做出拉拢蒙古族上层与敷衍共

产党与广大群众的方法。在其根本上并没有改变其大汉族主义思想。

大汉族主义思想在更鼓足内推广“防共”、“反共”的思想。甚至勾

结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来攻击共产党军队，严重的破坏了共产党在内

蒙古地区的解放工作。

延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内蒙古地区实施的“大回回国”

手段，国民党的压迫与不作为政策，蒙古族人民解放觉悟等问题都

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带领

人民群众解放具有阻碍作用。

2、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的民族政策

延安时期，内蒙古作为共产党亟需争取的解放力量，由于内

蒙古的特殊局势，解决内蒙古的民族问题成为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内蒙古地区实施以下的民族政策。[2]

2.1 民族平等政策

民族问题究其本质就是拼民族不平等造成的，在我国的历史

长河中，蒙古族人民在封建王朝与军阀割据使其都遭受到大汉族主

义的压迫与剥削。国民政府时期对于蒙古族人民更是实施了民族压

迫，蒙古族人民的各项权益都遭到了不平等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中

解决与处理民族问题中有一项重要的基础原则，即民族平等政策，

民族平等政策强调各民族一切权利的平等，在具体权益上事实平等。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强调了民族平等在各民族工作中的重

要性。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在毛泽东通知 1935 年发表的《中华

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人民宣言》充分的体现。在延安时期，中国

共产党根据国内与国外的严峻形势，指出了 ：“抗战建国，不是汉

族一族之事，而是国内各民族的共同事业，只有国内各民族的积极

参加，才能够保证抗战的最后胜利，故而应该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

团结国内各民族进行抗日图存。”延安时期时，中国共产党在蒙古

地区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做出了相关规范。如建立没有剥削、自由联

合的社会制度。尊重蒙古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

等方面。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内蒙古地区实行的民族品等

政策，在极大程度上激发了内蒙古人民群众的解放热情。[3]

2.2 民族团结政策

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内蒙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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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政策。日本帝国主义阴险挑拨汉蒙关系，国民党政府的压迫与

不作为使得汉族与内蒙古民族的隔阂越发加深，严重的影响了民族

团结。为了团结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族团结政策，并且

重复强调必须坚持民族团结的政策。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在处理

民族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指的是不同民族之间，在交往与联系

的过程之中，呈现友好、互助的关系。为了良好的贯彻民族团结政策，

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一系列政策与宣言等。如“蒙古民族，不分盟旗，

不分上下，团结一致，抗日援绥！”、“各旗各盟联合一致，上下一

心，合力对外”、“蒙汉联合一致抗日”等主张。明确的阐述与强调

了延安时期的严峻形势，加强我国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

对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实行的民族团结政策对于抗战胜利，甚至对于

挫败国际法西斯力量都提供者有效支撑。[4]

2.3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作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中最为重要的政策，民族区域自治

政策是否能有效的实施，关乎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与稳定发

展。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主张民族

自决是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现实情况，结合国内外严峻形势、

内蒙古等少数民族的特点，对民族政策不断的摸索，形成了民族区

域自治政策。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会议上支出，蒙古族等少数

民族一样，都有着相同的平等权益，在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一致对外的前提之下，少数民族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与汉族建

立统一的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明确的提出建立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同时也标志者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基本形

成。延安时期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形成阶段，表明了中国共

产党建立统一政府的决心，同时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

也逐渐成熟。[5]

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民族政策的作用与意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实行的多项民族政策，

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提供了有效支撑。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

内蒙古地区实行的民族政策符合实际，为内蒙古成为我国第一个民

族自治区奠定了重要基础，对促进内蒙古各民族共同发展、团结一

致具有重要的意义。

3.1 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占领企图

延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制定了“西进北犯”侵华战略规划，

中国共产党通过民族政策开展后，蒙古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共同努

力，一致对外，团结力量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中国共产党

建立了范围宽阔的游击根据地，牵制住了日军的主要力量，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视野看，共产党军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有效牵

制，有效的帮助了苏联兵力的调动，这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

有力支援。

3.2 奠定了内蒙古统一与团结

延安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觊觎与国民党压迫且不作为的

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延安时期的具体实际

相融合，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政策运用到内蒙古民族政策中，

使得汉族与蒙古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为我国人民的最终胜利提供了

有力支撑，抗战的胜利也为内蒙古的统一团结奠定了基础。

3.3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积累经验

在延安时期，有与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实行，

在理论方面有着重大突破，由联邦制转变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在

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之下，从内蒙古具体实际出发，开展了一系列的

有效的自治运动。这期间离不开党的关怀与政策指引，最终使得内

蒙古成为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6]

3.4 尊重民族语言风俗与宗教信仰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等民族还实行了尊重民族

语言风俗与宗教信仰的政策。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与风俗

习惯是其与汉族的重要区别，语言文字与风俗习惯中寄托着浓厚的

少数民族情感。在蒙古族中信仰喇嘛教，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中

国共产党根据这一现实情况，提出并且实行了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的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得到蒙古族群众

的支持与信任，这其中与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

以及宗教信仰充分尊重有着一定关系。

3.5 培养蒙古族干部

在对内蒙古民族政策中还有着培养蒙古族干部的政策。在延

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培养蒙古族干部，提升其文化程度，思想

水平，为内蒙古地区培养了大量的具有极高革命觉悟的蒙古族干部。

为抗日战争与战争胜利后储备了大批的优秀少数民族骨干，为今后

的内蒙古建设提供了极大的奉献。

4、历史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内蒙古民族政策，是充分的体现

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国情结合的结果。民族区域自

治政策的有效实行，能够看出，中国共产党不再坚持联邦制，而需

要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也不再照搬苏联的制度与模

式，而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情况，在实践之中不断总结与革新，完

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与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为我国能够

有效的解决民族团结问题提供了基础，同时也为我国所走的特色民

族主义建设道路创造了良好条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内蒙古地区提供的少数民族政策，为

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启示，蒙古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在中国

共产党的真切关怀之下，在中国共产党依据实际制定的民族政策中

体会到了自身权益的平等，所以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延

安时期，涌现出了大批的积极分子，这充分的体现出了我国各民族

团结的力量、坚强不息的抗战精神。有效的促进了汉族与其他少数

民族共同抗战，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民族独立解放做出贡

献。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内蒙古地区提供的少数民族政策，有

效的打击了民族分裂主义，为祖国统一提供了历史依据。在延安时

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日之间的主要民族矛盾。对于日本帝

国主义的狼子野心，中国共产党迅速地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的

少数民族政策，团结一切力量，这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胜利打下

了政策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之下，各民族紧密团结，有

效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对于内蒙古等少数民族

的民族政策对于我国新时期的少数民族特色发展也有着借鉴参考意

义。

5、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在我国内蒙古实施的一系

列民族政策，为内蒙古的现阶段民族工作开展提供了有效的借鉴参

考。在如今的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之下，我国越发的重视少数

民族的民族团结、民族平等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上述的民族政策

实施，对于我国新时期在少数民族政策的研究上以及开创各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局面上都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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