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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东盟合作背景下的西南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自主权研究》是由本人(李莉)主持完成的广西哲
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项目《“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广西民族自治县开放型
经济发展自主权研究》(项目批准号：08FMZ002)的最终研究成果。
本书共六章节，内容包括中国-东盟合作给西南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自主权制度带来的影响、西南民
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自主权的制度基础、西南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自主权的制度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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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莉，法学博士，广西大学中国一东盟研究院、商学院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纠纷解决制度、中国一东盟经贸法律制度、民族法学的研究。
曾在《河北法学》、《北京仲裁》、《中国经贸导刊》、《司法改革论评》、《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
代表作专著有：独著《ADR视角下民间经济纠纷的解决》，合著《和谐文化理念视角下的中国仲裁制
度研究》、《东盟国家检察制度研究》、《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自主权研究》、《中国民
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研究》等。
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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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六）自治意识的淡薄 对经济自治权在自治机关中的地位重视不够。
自治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
权利。
但自治法是靠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法律意识的主体推行的。
因此，自治机关自治法律意识的高低及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自治权的实施程度及效果。
从现实情况来看，民族自治机关的自治法律意识不可说不强，但在理解上存在着偏差。
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在有关条款中都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
》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法律
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但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中，有些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以及上级国家机关的自治意识淡薄
，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重自治机关的地方国家机关职权、轻自治机关自治权的问题，自治权的行使是民
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重要职责，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内容，而经济自治权又是自治机关进行
自治的最核心权利。
正是对经济自治权这一重要权利的忽视，成为制约经济自治权有效行使的深层次、关键性因素。
 因“大一统”的传统政治思想文化因素的束缚，对民族自治地方分权的认识不足。
由于经济自治权的实质是中央或上级国家机关与民族自治地方基本经济权限的划分，是国家经济利益
和各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利益的协调和平衡，并且自治权是一种自上而下授予的特定法权，所以，从以
往的实践来看“任何自治权的明确与行使，都要直接涉及中央各部委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两个主
体问的关系”，所以，经济自治权能否落实及落实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或上级国家机
关对于自治地方分权的正确认识。
我国中央集权制的悠久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思维定式
，使人们不容易接受地方分权，忽略了作为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具体的施政活动中体现民族和地方特点的意识不强。
 （七）民族风俗与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少数民族的经济行为 少数民族因有各自相异的风俗与
习惯，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风俗与习惯作为一种在社会变迁中延续下来的社会意识形态，也
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经济行为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活动内容，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与习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
的经济行为。
如不少居住于山区的少数民族因对山神的敬畏而主动保护森林，有效地维持当地的生态平衡；又如玉
溪通海县纳古镇由于其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环境和靠近亚洲最大的卷烟生产厂玉溪卷烟厂，种植烟
叶的收益是十分可观的。
但当地的回族村民没有一家种植烟叶，有些村民将土地承包给外地人耕种，也要与承包者签订不允许
种植烟叶的合同；又如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的基诺山乡位于热带雨林区，土壤肥沃，热量充足，耕作土
地完全没有必要进行轮作，但基诺族村民们仍然保持着刀耕火种和耕地轮歇的耕作方式。
祭祀、宗教活动、婚嫁丧葬等是少数民族十分重视的社会活动，它们构成民族风俗的重要内容。
尽管各少数民族举行这些活动的方式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用于祭祀、宗教活动、各种以人际
沟通为目的的社交礼仪活动的消费长期具有稳定性，无论家庭经济条件好坏，以传承风俗的支出都大
致保持同一水平，成为家庭中的必要支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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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东盟合作背景下的西南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自主权研究》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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