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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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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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关于研究“民族区域自治权的源与流”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中世纪城市自治与自治
权、自治权是解决国内差别的有效手段、自治权是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有效方式、中国共产党早期的
地方自治思想与实践、单一制下民族区域自治的探索及民族区域自治权的最终确认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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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内生：中国古代的“自治”传统　　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都有历史与
现实的关联，“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④。
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研究中国历史，差不多到处要碰到民族问题。
”②这句话我们反过来理解也同样成立，研究民族区域自治权问题，同样不能不谈中国历史。
　　“自治”和“自治权”一词由来已久，且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着多元样态。
“族制”自治和“市制”自治是中西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主线。
尽管11世纪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仍处于世界较领先的地位，一些城市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都
市，但从来没有出现过中世纪欧洲的“市民自治”运动。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意识形态，使得现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制度难以孕育形成，自治
制度没有发育的真正空间。
但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某种程度的自治之“形式”，或者“事实”、“思想”⑧，应当说，中国传统社
会存在某种自治形态是不可否认的，尽管它与作为一种民主政治制度的地方自治截然不同。
这种“形式”、“事实”、“思想”，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即：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因“族俗”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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