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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族法制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工作的重要
内容，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工作大政方针的重要保障。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民族问题的实际，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解决国内
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由此奠定了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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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鸣，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院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法学博士生导师
。
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法律人类学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9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法律史、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研究，承担并完成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出版了《明代土地法制研究》、《羌族法制的历程》、《中国民族法制史论》、《中国近代民族自治
法制研究》、《碉楼与议话坪：羌族习惯法的田野调查》、《新中国民族法制史论》、《民族乡法制
化进程》等著作，在《民族研究》、《政法论坛》、《现代法学》、《比较法研究》、《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中国民族》等杂志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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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 中国民族法制的基本理论 一、民族法制的指导思想 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停息
过对民族、民族问题、民族生存、民族发展、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法律、民族与社会以及社会与民族
等问题的思考与争论。
但历史证明，在中国民族法制的实践中，正确的指导思想至关重要，必须明确。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法制的理论 民族差异和文化差异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只要民族存在
，就会有族际社会，也就会有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
民族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民族和民族问题，以揭示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
律，寻找正确解决和处理民族发展及民族之间矛盾的途径和方法。
尽管商品经济、民主政治、文化交流、社会变革的形成和实现为民族发展以及民族问题的解决创造了
良好条件，但维护民族权利是民族发展的动力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提出在解决民族问题、维护民族权利问题上的基本途径有三条，即民族自决、民族联邦制
和民族区域自治。
 1.民族自决。
民族自决，也称民族自决权，即各民族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包括政治独立和自治。
民族自决权最早是在17～18世纪由资产阶级作为“天赋”的权利提出的一个民主革命口号，旨在强调
民族群体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自由意志，以反对封建割据和民族压迫，建立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统
一的民族国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支持资产阶级民族革命、争取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赞成民族自决的原则。
19世纪末，为了支持殖民地、附属国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列宁更新和扩
大了民族自决权的概念：“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外族集体的国家分立，就是组织独立的民族
国家。
”[1]民族自决的基本含义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被压迫民族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有权
自由脱离压迫民族的国家，建立分立的民族国家。
“民族自决权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权，即在政治上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
”[2】民族自决权的实质是分离权与独立权，即以政治自决和分离为手段，来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独
立。
在这里，目的和手段是不能倒置和混为一谈的。
也就是说，民族自决旨在反对殖民主义和民族压迫，而不在于建立许多政治分离的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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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族法制体系的构建》在“中国民族法制的发展历程”中，既注重中国民族法制发展的共性研
究，更加注重其个性研究。
先后从“民族法制的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法制发展的基本经验”等方面展开，史实详述，整理条理
，观点新颖，为学界研究注入了新的思想源泉，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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