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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传统思维的瓶颈》

内容概要

《突破传统思维的瓶颈—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立法问题研究》是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立法问题砚究”(批准号：04BFX014)的最终研究成果。
全书分为八个部分：一、研究背景。主要是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状况分析人手，在全面分析
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的背景下，剖析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配套立法现状与缺陷和民族区域自治法
配套立法的意义。二、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立法的模式选择。主要从总体上以系统论的方法论对“金
字塔”型配套立法模式从法理基础、实现的可能性、基本结构与功能等方面阐述了该理论。三、民族
区域自治法的立法解释。立法解释是构成“金字塔”型配套立法模式系统的子系统，在整个系统中居
第二层次。这里对立法解释的学理、立法解释的原则、立法解释的事项、立法解释的程序、立法解释
的效力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论述。四、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特别立法。特别立法是“金字塔”型
配套立法模式系统的子系统，在整个系统中居第三层次，它在系统中居极其重要的地位．发挥着承上
启下的功能，是支撑着整个系统的核心。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配套立法难以承担配套立法作用
的原因就在于缺少了这一环节。在对特别立法的学理、特别立法的原则与性质、特别立法的法律效力
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制定主要的特别立法有：《民族自治地方权益保障
法》、《民族地方经济发展促进法》、《少数民族教育促进法》、《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法》、《民族
自治地方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法》等。五、实施条例或细则。这是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规范的主体
是上级国家机关，在“金字塔”型配套立法模式系统中居第四层次，主要分析了实施条例或细则的学
理基础、实施条例或细则的立法主体、实施条例或细则的立法原则、实施条例或细则的法律性质与效
力，明确了实施条例或细则只能是为进一步实施特别立法制定的实施条例或细则，而不是也不能为《
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定。六、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在“金字塔”配套立法模式
系统中居第四层次，是属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立法，规范的主体是自治机关。这里分别对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现状、立法的学理分析、立法原则、法律效力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七、变
通规定和补充规定。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是对自治权的延伸，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特定法
权，这里不仅分析了对法律、行政法规的变通和补充问题，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一个被人们长期所忽视
的方面，那就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行政行为的变通执行和停止执行的问题，是这
两方面才构成了完整的变通和补充权利，这是其他地方国家机关所没有的权利。八、结论。对全书的
最后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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