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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确立，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立法也逐渐展开，大量适合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条例相继出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效地
保障了少数民族的经济权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研究>>

书籍目录

导论    一、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简况    一、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三、赋予民族地区经济
管理自治权的意义第一章 经济管理自治权概述  第一节 民族区域自治权概述    一、民族区域自治权的
含义    二、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分类  第二节 经济管理自治权的界定    一、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定义    二、
经济管理自治权的种类  第三节 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实施主体    一、自治机关    二、上级国家机关第二章
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  第一节 肯定性行动政策对我国民族法制的影响    一、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历史发
展进程    二、肯定性行动计划的价值    三、肯定性行动计划对中国的启示  第二节 上级国家机关履行职
责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从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出发的原则    二、坚持上级国家机关帮助
与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    三、坚持立足全局、统筹兼顾的原则    四、坚持检查和监督上级
国家机关履行职责的原则  第三节 上级国家机关履行职责的方式    一、政策优惠    二、经济扶持    三、
技术支援    四、人才培养第三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法律制度  第一节 对口支援制度的沿革    一、对口
支援制度的产生    二、对口支援制度的演进过程  第二节 对口支援制度的现状分析    一、对口支援制度
的优势与特点    二、对口支援制度的理论基础    三、对口支援制度的实施    四、当前对口支援制度存
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第三节 对口支援制度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一、立法方面    二、执法方面    三、特别
制度第四章 民族地区反贫困法制  第一节 贫困与贫困线    一、贫困的定义    二、贫困、风险与脆弱性    
三、贫困的界定标准——贫困线  第二节 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   一、民族地区的概念    二、民族地区贫
困现状    三、民族地区贫困的成因  第三节 民族地区反贫困实践    一、中国反贫困的历史实践    二、民
族地区反贫困的特殊政策  第四节   民族地区反贫困的法制化    一、法制化反贫困战略    二、民族地区
反贫困的法律法规    三、民族地区反贫困的部门规章 ——以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为例    四、民族地
区反贫困的地方性法规与规章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第五章 民族地区产业政策法制  第一节   民
族地区产业政策法制的背景    一、产业区域转移概述    二、东部地区的产业区域转移的现状    三、民
族地区调整产业政策的历史性机遇  第二节 民族地区产业政策法的现状    一、我国的产业政策法的现
状    二、产业政策法的实质    三、民族地区应采取的产业政策法立法模式  第三节   民族地区的产业政
策立法    一、产业结构政策立法     二、民族特需用品生产企业促进法——以清真食品为例    三、产业
调整政策立法     四、产业技术政策立法 第六章 贸易管理自治权   第一节 民族贸易管理自治权     一、民
族贸易的定义和特殊性     二、民族贸易的作用    三、我国民族贸易优惠政策的演变    四、现行民族贸
易优惠政策的主要内容    五、民族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和调整方向    六、加快民族贸易法治化的建议
措施  第二节 边境贸易管理自治权    一、我国边境贸易的现状    二、我国边境贸易法规政策体系及存在
的问题    三、加入WTO对我国边境贸易的影响    四、我国边境贸易制度法治化的路径第七章 财税管理
自治权  第一节 民族自治地方财税管理自治权概说    一、民族自治地方财税自治权的基本内涵    二、民
族自治地方财税自治权实施现状    三、民族自治地方财税自治权的完善  第二节 完善民族自治地方财
政转移支付制度    一、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含义    二、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现状分析    三、完
善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对策建议  第三节 调整民族自治地方税收优惠政策的路径    一、税收
优惠政策的现状分析    二、民族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民族地区税收优惠政策的调
整路径  第四节 加大中央经济扶持力度的对策    一、专项资金和补助专款    二、民族机动金第八章 民
族地区旅游资源法制  第一节 民族旅游开发的现状分析    一、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    二、民族地区
以外的民族旅游开发    三、对民族旅游开发现状的思考  第二节 民族地区现行的旅游法制    一、关于旅
游的中央立法    二、民族地区的地方旅游立法    三、关于民族地区旅游法制的思考  第三节 民族地区旅
游法制的完善措施    一、民族地区旅游立法的完善    二、民族地区旅游执法的完善  第四节 民族旅游法
制中的利益补偿制度研究    一、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利益补偿制度构建的必要性    二、民族村寨旅游
开发中利益补偿制度构建的路径分析    三、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利益补偿制度的模式选择    四、民族
村寨旅游开发中利益补偿的具体措施第九章 自然资源管理自治权  第一节 自然资源管理自治权    一、
自然资源管理自治权的实证研究    二、民族自治地方自然资源管理自治权的现状    三、民族自治地方
自然资源管理自治权的完善  第二节 获得利益补偿的权利    一、对民族自治地方进行利益补偿的必要
性分析    二、对民族自治地方进行利益补偿的法律依据       三、国外关于利益补偿的法律规定    四、对
民族自治地方进行利益补偿的具体措施    五、民族自治地方获得利益补偿的权利的完善  第三节 民族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研究>>

地区的生物安全立法    一、西部民族地区生物安全问题的现状    二、实施生物安全法律保护的可行性
分析     三、生物安全法的适用范围和原则     四、生物安全法的主要制度 第十章 民族地区集体林权制
度研究  第一节 民族地区林业资源的特点    一、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    二、蕴涵巨大商业价值    三、森
林文化多样  第二节 民族地区集体林权制度的特点    一、集体林权属复杂    二、集体林公共管理的传统
性较强    三、森林资源传统管理方式受到冲击    四、传统民族文化正逐步流失  第三节 民族地区集体林
权制度的现状    一、集体林权制度立法层面    二、集体林权制度实施层面    三、集体林权制度运行层
面  第四节 民族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社会分析    一、政治因素分析    二、经济因素分析    三、文化
因素分析    四、其他因素分析  第五节 民族地区集体林权法律保障机制的完善    一、民族地区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的应然价值目标    二、民族地区集体林权制度保障机制之完善    三、习惯法在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过程中的功能及其考量    四、完善民族地区集体林权制度的纠纷解决机制第十一章 企业管理自治
权  第一节 企业管理自治权概述    一、概念界定    二、企业文化管理自治权    三、技术创新管理自治权 
  四、员工管理自治权    五、人力资源管理自治权  第二节 企业管理自治权的运行    一、企业管理自治
权的现状    二、企业管理自治权的完善  第三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社会责任    一、企业社会责任概述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    三、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社会责任    四、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方式参考文
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研究>>

章节摘录

　　4.管理能力跟不上，缺乏计划性　　管理能力欠缺，没有远见卓识。
对生产经营管不住，也管不好，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或者即使有也形同虚设。
没有起到真正的制约作用。
管理者没有因人施教，对不同的员工采取同样的管理方式，管理者盲目自信，战备管理缺乏，竞争管
理较差，管理者竞争意识较低或根本没有竞争意识，部分企业管理者整天想的不是如何改进管理，提
升效益，而是投机取巧，得过且过，缺乏应有的危机意识，同时也不具备相应的应对危机的意识，企
业一旦陷入困难，往往不知所措，贻误重整时机。
　　5.技术创新比较欠缺　　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比较欠缺具体体现在：　　一是技术创新的宏观环
境尚未健全。
民族地区企业由于其特殊性，享受国家的政策优惠措施，但是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
民族地区企业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密集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经营为
主营业务，面向很普遍，企业享受优惠政策往往要经过多个行政部门机构的层层审批，手续繁杂，耗
时费力，享受到优惠政策时，其成本有时候比不享受优惠政策还要高，使得优惠政策失去了其原本意
义。
　　二是创新激励机制不足。
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参与者是科技工作者，因此，技术创新首先是企业和个人追
求利益最大化的产物，其次才是社会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但实际情况是我国对技术创新的奖励，过多强调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而忽视了个人利
益，从根本上打击了个人的创新积极性。
同样，企业的利益也往往得不到保证，企业技术创新在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方面的激励制度也得不
到落实，挫伤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在企业内部，对科技人员激励方式尽管多样，但实际激励力度不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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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顺应民族地区法治建设以及国家对少数民族事务管理法治化的需求，培养出一批民族法制理论研究和
应用的高级人才是整个民族法学学科的核心任务。
当前民族工作的主题仍然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问题，如何通过法治手段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与社
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也就自然成为田艳主编的《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研究》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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