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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08年度中国民族地区财政报告》主要内容简介：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今年又逢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为了总结民族地区发展的成就与经验，进而促进民族地区财政事业的良
性发展，中国财政学会民族地区财政研究专业委员会继出版《2005／06年度中国民族地区财政报告》
之后，再次组织编写了《2007／08年度中国民族地区财政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本《报告》由中国财政学会民族地区财政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处与研究会的团体会员单位——各民族
省区财政学会（财政科研所）共同完成。
由于种种原因，部分省区财政学会未能按要求提供全部材料，个别省区财政学会未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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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云南省2007年财政改革与发展基本情况甘肃省民族地区2007年财政发展报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
治州2007年财政改革与发展情况分析湖北省恩施州2007年财政改革与发展分析报告典型案例云南缓解
县乡财政困难跟踪研究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制度研究湖北省完善财政支持民族地区新农村
建设政策研究保障能力明显增强管理更加科学——改革开放30年阿坝财政发展之路民族地区新增财力
应更多用于民生附录民族省区财政经济发展基本数据(云南)民族省区财政经济发展基本数据(新疆)民
族省区财政经济发展基本数据(广西)民族省区财政经济发展基本数据(湖北)下篇民族地区财政体制与
转移支付问题研究第一章 民族地区财政的特殊性第二章 民族地区财政体制的演变第三章 分税制改革
对民族地区财政的影响第四章 2000年以来民族地区财政状况实证分析第五章 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状
况实证分析第六章 解决民族地区财政困难政策建议附件一：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体制与转移支付情况
调查报告附件二：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财政体制与转移支付情况调查报告附件三：浙江省景宁畲族
自治县财政体制与转移支付情况调查报告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7/08年度中国民族地区财政>>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三，关于教育文化方面的支持。
进一步强调了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教育发展的扶持力度和一系列其他具体措施。
第四，关于经济发达地区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对口支援。
强调上级国家机关应组织发达地区与民族自治地方在互惠互利原则下的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
第五，关于少数民族干部配备。
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录用工作人员时，对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应给予适
当照顾。
2005年，基于近20年实践的新形势、新要求，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法）若干规定》。
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我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对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我国民族关系的更加和谐、对于各少数民族的繁荣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具有中国特色。
一是把解决民族问题的原则性与从实际出发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下，一个民族可以在其聚居的几个地方分别建立自治地方，也可以由几个聚居的民
族联合建立自治地方。
为尽可能使有条件的少数民族都享受自治权利，在县级地方国家政权以外，又建立民族乡作为补充。
这就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民族区域自治格局。
二是把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结合起来。
实行自治的民族，在其自治区域内，既行使管理与其地位相适应的地方、国家事务，又享有当家作主
、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
自治地方的政权机关，既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又是一级地方政权。
自治权与行政权的结合，形成实实在在的民族区域自治。
三是将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结合起来。
划定民族自治区域，以实行自治民族的聚居区为基础，根据当地的民族组成和民族关系、经济发展条
件，并参酌历史情况，使其有利于加强自治地方内各民族间的团结合作和经济上的互济互补。
这样做的结果，就最大限度地使少数民族享受到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的自治权利，有利于少数民
族参加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有利于
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能确保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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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7/08年度中国民族地区财政报告》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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