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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介绍少数人权利保护的国际人权法背景；结合对于国内外理论与
实务界提出的少数人的概念的分析与对比，提出自己认为适当的少数人的概念；根据国际人权文件，
归纳和阐释少数人权利的主要内容；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少数人权利国际保护的必要性；回顾
历史，纵向梳理少数人权利国际保护的沿革脉络；透视当下，论述少数人权利国际保护的主要途径，
探讨少数人权利国际保护的制度缺陷及其矫正办法；回到眼前，剖析中国少数人权利保护的实践、存
在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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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还有一种解释认为，缺乏对于“少数人”的统一的明确定义，主要原因在于少数人所处的境
况多种多样。
这里可以列出四种境况：（1）一些少数人集中在其居住国内界线明确的区域中聚居生活，与该国人
口中占绝对多数的其他群体相隔离，而其他的少数人则分散在全国各地，与其他非少数人群体的人相
杂居。
（2）一些少数人群体的强烈的集体认同感是以代代相传或明确记录的历史为基础的，而其他一些少
数人群体对其共同的民族、宗教及文化遗产的记忆与认识却是支离破碎的。
（3）某些少数人群体享有一一或曾经享有一一高度的自治，而另一些少数人群体则没有任何的自治
或自我管理的历史。
（4）一些少数人群体可能需要得到比其他少数人群体更多的保护，因为他们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一直
居住在一个国家，或者他们有更强烈的维护和发展其自身特征的愿望。
当然，除了上述原因以外，缺乏对于“少数人”的明确定义，可能也和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在相当长
的时间里对于少数人问题重视不够以及世界各国历史、文化、传统、观念的差异有一定的关系。
在所有这些原因中，每一种少数人与其所属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少数人及其权利保护问题上的根本利益及主观愿望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对于少数人定义的态度的不
同。
于是，族群关系紧张、担心过分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有可能损害国家的稳定和统一的国家，主张对于少
数人这一概念作严格的解释；族群关系和睦的国家则主张对于这一概念作宽泛的解释，而且这两类国
家往往很难达成一致。
其实，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坚持少数人应当隶属于他们长期生活的国家，并构成这个国家人口不可
分割的组成部分，任何一种独立于国家管辖之外的少数人都是不存在的。
这一点在联合国有关机构确定“少数人”法律定义的各种努力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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