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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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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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研究和交流，增进世界各国对中
国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制建设的了解，这既是民族法研究中心的重要任务，也是本丛书的基本价值取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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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瑶族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问题，对我们认识瑶族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总结瑶族经济社会发展的
经验、探讨法律在瑶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下推
进瑶族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瑶族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方面，与瑶族的自然环境、历
史传统、民族文化等紧密相关，需要全方位、多角度、综合性地进行探讨，从微观中把握宏观，从个
案中认识整体，从发展中总结经验，从比较中寻求特点，从变迁中发现规律，从现象中揭示本质，从
现实中探寻未来。
    本书在田野调查和文献的基础上，对现代化发展中的瑶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问题进行较为
全面的研究，内容涉及瑶族地区自治立法、瑶族村落视野中的国家权力与地方传统、瑶族农村法治秩
序建构的路径选择、现代化进程中的瑶族习惯法、瑶族人权保障、瑶族自然保护区生态公益林生态补
偿机制、瑶族传统医药法律保护等。
尽管我们的探讨是初步的，但对瑶族经济社会发展法律问题的认识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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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第四章　现代化进程中的瑶族习惯法——以广西金秀郎庞瑶族“做社”为对象　一、“做社”的
历史渊源　二、瑶族“做社”的现实活动　三、现代化进程中“做社”的不变与变化　四、现代化进
程中影响“做社”的因素　五、现代化进程中“做社”的命运　六、结语第五章　广西瑶族人权发展
的历史和现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广西瑶族的人权状况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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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护区生态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律机制研究——以广西金秀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一、
导论  二、广西自然保护区生态公益林建设和法律规范状况　⋯⋯第八章　瑶族传统医药法律保护研
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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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般意义上讲，平等意味着从某一标准看来是相同的人得到同样的看待。
平等不等于平均；平等是一种超越不平等事实的本质上的平等观念，人类在人种、肤色、健康、智力
、感情，以及其他素质方面，事实上是不平等的，但在本质上都是人，应以人的待遇平等地对待之，
待遇平等不等于结果平等。
平等是与特权、歧视对立的。
平等观念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基本信念，即每个人都有作为人的同样的尊严、权利和价值。
②作为人，我们都是平等的——平等的人并且具有平等的人性。
在人性上，没有一个人比另一个多或少。
①德沃金认为，“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人而受到对待的权利是基本的，而平等对待的权利则是派生的。
在某些情况下，作为平等的个人而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将意味着一个平等对待的权利，但绝不是在一
切情况下都如此。
”②他提出了抽象的资源平等理论，少数人或者由于自然的原因无法拥有平等的资源，或者由于社会
的原因受到歧视而被剥夺了本应拥有的资源，根据“把人们当作‘平等个体’来对待”的原则，少数
人的潜在损失必须受到关心，政府应当补偿给他们没有拥有而本应拥有的那部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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