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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民族法制史论》

内容概要

《新中国民族法制史论》内容简介：民族问题是长久萦绕于多民族的中华大地的古老政治活题，民主
法制则是人类迈向更高层次文明的国家治理方略，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泱泱中华运用法治文明解决民
族问题的伟大实践。60多年的民族法制之路并不平坦，其间有沉寂，有辉煌；有曲折，有成就；有教
训，有经验；有遗憾，有欣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作为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新中国民族法制历程的学术专著，《新中国民族法制史论》以史实和资
料为依据，细致描述了不同历史阶段民族法制的社会背景、历史进程、立法建构与实施评述，揭示其
中的一般原理和内在规律，在汲取教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当代中国民族法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就其进一步完善提出了系统思考和前瞻性预测。这对于繁荣民族法学，促进国家民族法制建设，推
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指导变革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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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鸣，男，四川泸州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院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
族法学博士生导师。曾在羌族地区生活过若干年。1999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
学位。长期从事法律史、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研究，承担并完成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出版了
《明代土地法制研究》、《羌族法制的历程》、《中国近代民族自治法制研究》、《羌族习惯法》（
合著）、《中国民族法制史论》等著作，在《政法论坛》、《现代法学》、《比较法研究》、《西南
民族大学学报》等杂志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有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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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现状  三、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  四、新中国民族法制历史发展的基
本线索  五、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第一编  新中国初期的民族法制(一)第一章  新中国初期民族法制建立的
社会背景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民族法制的社会前提    一、维护新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受侵犯    二
、疏通民族关系，人民政府和少数民族互相认可    三、明确民族身份，使少数民族成为权利主体    四
、变革少数民族社会内部结构，废除剥削制度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民族法制的制度渊源    一、中国共
产党成立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法制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法制    三、解放战争时期
的民族法制第二章  新中国初期民族立法的理论和政策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民族立法的指导思想    一、
废除国民党的“伪法统”，创立人民民主法制    二、端正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三、突出民族法制
的两个中心任务    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    五、重视民族政策的法制化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
的民族政策    一、民族政治统一政策    二、民族经济发展政策    三、民族文化繁荣政策    四、民族纠纷
积极调处政策第三章  新中国初期民族法制的历史进程  第一节  新中国社会主义民族法制的初步创
立(1949-1957)    一、创建民族权力机关和民族法制工作机制    二、新中国民族法制初创阶段的民族立
法    三、“宪法”后民族区域自治法制的实施  第二节  社会主义民族法制的曲折发展(1957-1966)    一、
新中国民族法制萧条阶段的民族立法    二、民族区域自治建设第四章  新中国初期民族法制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民族法制的立法原则    一、民族平等原则    二、民族区域自治原则    三、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  
 四、民族团结原则   第二节  民族立法的法律层次    一、宪法    二、国家法律     三、行政法规和规章    
四、地方立法    五、自治立法  第三节  民族立法的基本内容     一、少数民族平等权利和不受歧视的权
利    二、少数民族参政的权利    三、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四、少数民族保持
和改革风俗习惯的权利    五、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六、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权利第五
章  新中国初期民族法制建设的历史贡献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民族法制的主要成就    一、民族法制的法
律地位十分突出    二、民族法制形式多种多样    三、民族法制观念逐步形成    四、民族法制的适用开
始展开    五、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作用逐渐显现        六、民族法制在解决重大历史问题取得突破  第二
节  新中国初期民族法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过于依赖民族政策导致民族法制建设进展不畅    二、民
族实体权利法律保障未完全到位    三、民族法制体系尚未形成    四、民族法律法规实施落实和监督保
障方面存在欠缺    五、民族法制学术探讨较为沉寂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民族法制建设有益的启示     
一、民族法制必须因地制宜、缘俗而治    二、民族法制必须慎重稳进        三、民族法制必须协调与民
族政策的关系    四、保障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是民族法制的首要任务    五、切实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
区域自治关系的法制化    六、促进民族经济发展是民族法制建设的重大举措    七、促进民族文化繁荣
昌盛而魅力永存        第二编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民族法制(1966-1976)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民
族法制的瘫痪     第一节  民族理论出现偏差    一、“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由来       二、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三、“文革”
时期民族理论评议  第二节  民族政策出现混乱    一、大破坏阶段(1966-1971)     二、开始缓解阶
段(1972-1976)  第三节  民族法制遭到破坏    一、自治机关丧失功能    二、民族法制建设停滞不前    三、
民族法制缺失的深刻教训第三编  新时期的民族法制(1976-2009)第七章  新时期民族法制建设的社会背
景鹚  第一节  民族地区民主政治的进程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新发展    二、民族地区政治文明的
建设    三、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二节  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新时期国家对民族地区
的经济政策    二、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就  第三节  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     一、少数民族
地区文化的新起点        二、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        三、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不平衡性    四、民族
地区文化变迁的前景    第八章  新时期民族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  第一节  “文革”后民族法制的恢复与
重建(1976-1984)    一、民族工作的全面拨乱反正    二、民族法制的恢复               三、“82宪法”的制定  
第二节  《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后民族法制的发展(1984-2001)    一、《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和民
族法制的发展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民族法制的发展      第三节  《民族区域自治法》修订后
民族法制的创新(2001-2009)    一、《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订    二、《民族区域自治法》修订后各项
民族法制事业的不断完善第九章  新时期民族法制体系的建构  第一节  新时期民族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
本原则     一、新时期民族立法的指导思想        二、新时期民族立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新时期中央民
族立法概述    一、现行宪法中的民族立法规定    二、《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修订           三、其他法律
中的民族立法规定    四、行政法规中的民族立法规定    五、部委规章  中的民族立法规定  第三节  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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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地方民族立法概述            一、新时期地方民族立法的重要性    二、地方性法规、规章  中的民族立法
规定    三、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四、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和补充规定        五、新时期
我国民族立法评议         第四节  少数民族人权国际公约与新时期中国民族法制体系的关系    一、新时期
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人权问题的基本立场    二、新时期我国加入的少数民族人权国际公约概述第十章  
新时期民族法制的实践  第一节  新时期散杂居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保障     一、新时期散杂居少数民族
权利的法律保障概述    二、新时期散杂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法制建设    三、新时期散杂居少数民族
权益法律保障的实践及其展望  第二节  新时期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法律保障    一、新时期少数民族政
治权利法律保障概述    二、新时期少数民族政治权利保障的法制建设        三、新时期少数民族政治权
利保障均-实践及其展望  第三节  新时期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法律保障    一、新时期少数民族经济权利
法律保障概述    二、新时期少数民族经济权利保障的法制建设    三、新时期少数民族经济权利保障的
实践及其展望  第四节  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保障    一、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保
障概述    二、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的法制建设    三、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障的实
践及其展望  第五节  新时期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利的法律保障    一、新时期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利的法律
保障概述    二、新时期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利保障的、法制建设    三、新时期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利保障
的实践及展望  第六节  新时期少数民族生态环境权利的法律保障    一、新时期少数民族生态环境权利
保障概述    二、新时期少数民族生态环境权利保护的法制建设    三、新时期少数民族生态环境权利保
护的实践及展望    第七节  新时期少数民族权利的司法保障        一、新时期少数民族权利的司法保障概
述    二、新时期少数民族权利的司法保障的法制建设    三、新时期少数民族权利的司法保障实践和展
望结语  新中国民族法制的成就与展望  第一节  新中国民族法制建设的成就和影响    一、新中国民族法
制的立法成就    二、新中国民族法制的实践经验    三、新中国民族法制的优越性及影响  第二节  新中
国民族法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民族法制在立法上的缺陷    二、民族法制在实施中的问题和困境  
第三节  完善新中国民族法制的思考    一、通过立法手段完善和协调中国的民族法制体系    二、新中国
民族法制的发展方向前瞻      附录     民族乡法制巡礼——民族乡田野调查报告  参考文献  新中国民族法
制大事记(1949.10-200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自治地方基本情况统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乡(镇)基
本情况统计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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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一，1959年7月23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9月16目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九
十二次会议批准《西藏地区各县、区、乡农民协会组织章程》。《章程》分总则、会员、组织、会议
、经费及其他等五章，共二十条。明确指出：农民协会或农牧民协会为农奴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
其宗旨在组织全体农牧民，有步骤地实行民主改革，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农牧民生活；在农牧民中
进行爱国反帝和人民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教育，提高政治觉悟；实现人民民主的权利，保护劳动人民的
权益；团结各阶层人民，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贯彻执行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并对会员
资格、会员的权利义务，农民协会纪律、组织性质、构成形式、委员任期，农民协会会议、经费作了
具体规定。  其二，1959年7月23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9月16日国务院
全体会议第九十二次会议批准《西藏地区减租减息办法》。《办法》分为总则、关于减租、关于减息
、附则等四章，共十五条。指出：为适应人民当前要求，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生产，并为土地改革奠
定基础，特颁布本办法。规定：一切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出租之土地，一律按本办法实行减租；地租一
律于农产物收获后缴纳，不得预先收租，并取消一切额外剥削；减租自一九五九年实行，一九五八年
以前的钱租，一律免交；解放奴隶，废除人身依附关系，改为雇工关系；参加叛乱的领主的土地，由
政府没收，今年实行“谁种谁收”的政策等等。通过减租减息的规定，一方面保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
权，充分扶助农民，减少剥削，使农民获得实际利益；另一方面，确认领主的土地所有权和债主的债
权，使领主和债主的合法利益也有保障。从而调整了西藏地区农民与领主的关系，严厉打击参加叛乱
的领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维护西藏的安定，共同推进西藏的民主改革。  各地为解决
民族问题、调节民族关系制定的地方法规，对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和《宪法》赋予的帮助和促进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的稳定繁荣，增强民
族地区各民族的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自治立法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享有立法方面的
自治权，这是一种法定的自治权。1952年《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在
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法令所规定的范围内，依其自治权限，得制定本自治区的单行法规
。1954年《宪法》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无论是单行法规，还是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都属于规范型的法律
文件，都是我国法律体系中自治立法的成果。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制定了一批单行法规和单行条例。

Page 6



《新中国民族法制史论》

后记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和国家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和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出发，始终高度重视民族问题
，始终把民族法制建设作为一项重大工作常抓不懈，初步建立了与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民族政
策相协调一致的民族法制，为妥善解决民族问题作出了中国式的突出贡献。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
，全面回顾我国民族法制的光辉历程，认真总结我国民族法制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积累的宝贵经验
，认真思考我国民族法制建设急需完善的各个方面，清楚认识民族法制坚持不渝的原则和前行的方向
，对于大力弘扬各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的主旋律，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民
族法制，坚定不移地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2008年我先后出版了《中国民族法制史论》和《中国近代民族自治法制研究》两部著作，分别对我
国古代的民族法制和近代的民族法制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其学术成果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采
用。我一直认为，尽管一切历史都是一部现代史，但写史的最高境界还是莫过于写一部真实客观的现
代史。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从2008年6月我开始着手撰写《新中国民族法制史论》一书，以便
把中国民族法制历史的研究延续到当代，同时也想借国庆大典的契机，向国庆献礼。但写作艰难，并
不能每个环节都能按计划进行，初稿写出之后，修改、完善的任务仍很重，费时耗力，不言而喻，也
只能慎之又慎，不能马虎。直到2010年寒假结束之际，方才完成了本书的定稿工作。本书虽然由我著
述，拟定了全书的篇章结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和文章风格，并撰写了导论、第一编、第二编等主
体部分，但值得一提的是，我所指导的“民族法学”专业博士生阿茹罕、刘振宇、曹缅、周强和李剑
也共同参加了第三编和结语的撰写工作。他们参加撰写工作的具体情况如下：阿茹罕：第七章；刘振
宇：第八章；曹缅、刘振宇：第九章；周强：第十章；李剑：结语。最终再由我负责全书的统稿、修
改、补充、完善和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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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中国民族法制史论》：孔子日：“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
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新中国民族法制自1949年启程，迄今已走过了六十年的历程
。按照中国传统纪年的方式，六十年-个甲子，六十年一次轮回。逝者尚可抚，来者尤可追。过去六十
年的民族法制有许多地方值得留恋、值得回味、值得珍惜、值得推崇，需要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总结和
反思。但回顾过去，是为了立足现在，更是为了信心十足地面向未来。现实的民族问题需要我们依法
去解决，未来的民族法制需要科学设计、合理布局和不断完善。我们坚信：既然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
法制已经上路，就更应该毫不动摇、步伐坚定地勇往直前，去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去迎接更加光辉灿
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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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民族法制史研究不多，特别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更是明显不够。我不是学法律的，但喜欢关注
。拿到这本书感觉挺好，谢谢书店，谢谢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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