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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法理论探索”丛书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
地民族法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成果，并且由国家“985工程”专项经费资助出版。
我们立足于将民族法学的基础理论与当前国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相关立法、民族政策以及民族地区社会
主义法制建设实际相联系，既注重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也关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实际。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邀请了国内民族法学界较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共同开展项目研究。
国内民族法理论研究已有二十余年，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也形成了一支
专业学术队伍。
中国已经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体系。
目前我们面临着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如何应对发展与创新的挑战，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
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何结合形势发展，实现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研究的与时俱进，如何通过推出高
水平的研究成果，为国家民族法制建设提供政策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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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套丛书主要涉及如下研究方向：（一）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践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研究，主要
内容包括：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地区经济法制建设，民族自治地方刑事法律制度研究，民族自治地方财
政法制建设研究，民族自治地方环境资源法制研究，广西瑶族地区的自治制度研究，民族经济法律制
度研究，俄罗斯民族文化自治与人权保障，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研究；（二）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历史
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古代至清代少数民族“自治”研究，近代少数民族“自治”研究，新中国
成立以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发展研究；（三）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少数民
族权益保障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司法保护等具体的
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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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谦，瑶族，广西人，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
族政策研究院民族政策教研室主任。
现任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理论学会理
事等职。
曾于1998年7月荣获“北京市优秀青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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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①的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
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制定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主体。
它们的活动均属于地方立法。
它们有权根据《宪法》、法律和上级立法机关制定的其他法律法规，制定地方性法规，并享有批准下
级立法机关地方立法的权利。
我国民族立法中比重较大的民族法均是由上述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除了法律专有的立法权限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
我国各地方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中有大量的关于少数民族经济的规定，可以认为是民族经济法的渊源
之一。
例如，《湖南省散居少数民族工作条例》就是由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于1987年9月23日通过，并于1997
年8月2日进行修订的，其中规定，对于森林资源丰富的民族乡，可以根据用材林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
原则，持略高于一般乡的标准安排林木采伐指标，并由林农依法自主经营。
再比如，1999年9月30日银川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订，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并公布的《银川市清真食品管理规定》就属于该类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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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参阅了许多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研
究成果和资料，有些地方还直接引用了他们的有关论文和著作的数据和精彩论述。
在此，对所有参阅论著的作者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本书能够完成，得益于很多人的帮助。
在此，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徐中起先生的学业指导以及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感谢我的师妹田艳在多
方面给予我的帮助。
感谢我的家人给予我的理解和鼎力支持。
还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黄修义的辛勤劳动。
由于研究和写作的时间所限，书中对于许多问题的思考和见解还只是初步的，希望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也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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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族立法制度研究》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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