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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立法与我国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研究》编著者康耀坤。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以我国民族立法和民族法制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基础，坚持党的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分剐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探讨了我国民族立法的基本理论问题和民族法制涉及的主
要方面。
其中民族立法部分重点探讨了我国民族立法的历史发展脉络，分析了民族地区立法权的性质、地位及
完善；就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作用、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进行了阐述。
民族法制建设涉及的内容较多，主要包括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依法行政，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
展，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环境资源保护和民族地区基层民主建设、公民权保障、突发事件处置等。
特别是针对近几年来我国在民族立法、民族法制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认识
和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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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我国民族地区立法权的基本内容　　所谓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就是指享有立法职权的
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机关创制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权力。
如果从地理区域的角度来看，在民族自治地方存在以下几种立法权：（1）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
它由自治区、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2）制定政府规章的权力，它由自治
区、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的政府行使；（3）制定自治法规的权力；（4）一定程度的立法监督权；
（5）一定程度的授权立法权。
　　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既享有作为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立法权，也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制定自
治法规的立法权。
作为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立法权主要包括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和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对此前文已述。
实际上，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而后两者不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和地方
政府规章制定权，只有自治区既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和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又享有立法自治权。
从民族自治地方与一般地方相区别的角度来看，根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和国家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主要享有以下立法权：�　　1.自治条例制定权。
自治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立法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的报法定机关批准的，调整本地方内的民族关系的综合性自治法规。
我国1954年宪法就对自治条例作出了规定，但直到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以后，自治条例的制定
工作才开展起来。
1985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率先制定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2003年修订）。
截至2003年年底，我国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制定颁布了133个自治条例。
目前，全国5个自治区尚未颁布自己的自治条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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