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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
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形式。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开始在民族地区实施的，其自治形式完全符合当时中国
的实际，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正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初步的小康生活向全面小康迈进，少
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样处于这前所未有的有利于其充分发展的大好时机。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创新其自治的实现形
式，更加有利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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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1）第一节选题依据与意义（1）一、加强城市民族区的研究是依法治国的要求，也是城市民族
区和谐发展的需要（1）二、加强城市民族区的研究，将拓宽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研究领域
（3）三、加强城市民族区的研究，对当前我国城市民族关系、城市民族问题和城市民族工作的研究
具有重要启示意义（4）四、加强城市民族区的研究，可为妥善解决民族地区城市化过程中部分自治
州、自治县撤州、县改市问题，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启示（5）第二节城市民族区的研究现状（6）一
、民族区域自治研究现状（7）二、城市民族区相关研究领域（城市民族关系、城市民族问题与城市
民族工作）的研究现状（15）三、城市民族区是我国民族问题研究很少涉及的领域（19）第三节主要
概念、研究方法和框架说明（20）一、主要概念（20）二、研究方法（22）三、本书框架（23）⋯⋯
四、城市民族区性质和法律地位实践探索的特点（223）第四节城市民族区性质与法律地位的不明确
（226）一、国家一直没有明确城市民族区性质与法律地位（227）二、城市民族区性质与法律地位不
明确的原因分析（230）三、城市民族区性质与法律地位不明确的影响（232）第五章中国城市民族区
运行的启示与对策（238）第一节城市民族区运行的意义和主要经验（238）一、城市民族区的建立和"
文化大革命"后的恢复、发展，表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城市少数民族平等权益问题，执行彻底的马克思
主义民族平等政策（238）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少数民族切身利益出发，从民族
问题不同阶段新情况出发，与时俱进，大胆创新（239）三、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民
族政策，是成功解决城市民族区民族问题重要条件（240）四、城市民族区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
问题的政治形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衍生形式，丰富了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基本方式的内涵，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论（241）第二节城市民族区运行的实践启示（242）一、城市民族区发展对民族
地区城市化的启示（243）二、城市民族区民族工作的启示（251）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城市民族区运行研究>>

章节摘录

　　三是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主要包括 少数民族在政治生活中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使用本民族 的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
利，在司法诉讼中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 的权利，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四是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自己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欢度本民 族节日的权利，保持特殊丧葬习俗
的权利等。
　　五是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权利。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党 和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加快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同时，"国家还赋 予少数民族发
展本地区本民族经济文化的自治权和自主权。
"　　杨侯第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人权述要》从人权角度比 较详细地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权利内涵
。
该书认为，我国少 数民族人权包括生存权、平等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宗教信 仰自由、民族区域自
治权、共同繁荣权、受教育权、使用和 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保持和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的 
权利、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自由的权利等。
《中国少数 民族人权述要》对我国少数民族人权内容的界定也是从少数 民族群体权利和少数民族公
民权利两个侧面进一步具体化， 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几十年来保障、发展少 数民族
平等权利工作在世界少数人权利保护领域的突出地位 和重要贡献，使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世界人
权，尤其是 少数人人权事业接轨了，有利于回击某些西方国家以"少数 民族人权"为借口肆意攻击、污
蔑和分裂中国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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