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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经济法教程》

内容概要

《民族经济法教程》主要内容包括：民族经济法是经济法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目前理论界对该新兴
学科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法律调整历来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任务，由于
民族地区的经济中确实
存在着一些与一般地区不同的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这就需要经济法进行相关的干预，干预的目的和
手段也要与一般地区有所区别，这就凸显了民族经济法成为经济法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必要性。同时，
民族经济法学科的确立和深人研究，也丰富了经济法的研究内容和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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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艳，女，黑龙江桦川人，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师，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民
族法学专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民族法学和人权法学方面的研究。曾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并主持或
参加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的研究，参编过多部学术著作。代表作有《中国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
利法律保障研究》、《试论民族自治地方获得利益补偿的权利》、《试论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的界
定》、《案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等。　　王瑛，女，湖北仙桃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国际经济法以及民商法
学。参加过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研究。主要著述有《合同法案例研究》、《金融监管与银监会功
能的法律化探究》、《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法律保障研究》、《高校学生管理的若干法律问题》等。　
　宋玲，女，安徽黄山人，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院
，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法律史和行政诉讼法，参加过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的研究。曾发表学术
论文10篇，代表作有《民国初年的平政院》、《唐代法文化发达的隐因》、《契约文明与法治》、《
探索与尝试——清末行政裁判制度的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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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重要途径第三节 民族经济法的渊源一、关于法律渊源二、关于民族经济法的渊源第四节 民族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一、民族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概念二、民族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第二章 少数民族经
济权利研究第一节 少数民族经济权利概述一、关于经济权利二、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概念三、少数民
族经济权利的特征第二节 狭义的少数民族经济权利一、少数民族财产权二、少数民族的工作权三、少
数民族的生活保障权第三节 经济管理自治权一、经济管理自治权的界定二、经济管理自治权的种类第
四节 民族经济发展权一、关于发展权二、对民族经济发展权的界定三、少数民族的参与权第五节 获
得帮助权一、获得帮助权的理论基础二、获得帮助权在中国的实施状况第三章 民族地区产业政策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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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权的内涵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权的概念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权的理
论基础第二节 设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意义一、弥补《知识产权法》的不足二、少数民族传
统文化产权是保护当地少数民族权利的重要手段三、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确立是传统文化保护的实质
性进展第三节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权的基本要素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权的主体二、少数民族传统
文化产权的客体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权的内容第六章 民族地区财税法制第一节 民族地区财税法
制的历史考察一、民族地区财税制度的发展进程二、民族地区财政法制面临的问题第二节 民族自治地
方的财税管理自治权一、财税管理自治权的界定二、财税管理自治权的运行现状分析第三节 民族地区
财政法制的完善一、协调好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二、落实并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的财税管理自治权
三、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四、加强财政监督第七章 民族地区旅游法制第一节 民族旅
游开发的现状分析一、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二、民族地区以外的民族旅游开发三、对民族旅游开发现
状的思考第二节 民族地区现行的旅游法制一、关于旅游的中央立法二、民族地区的地方旅游立法三、
关于民族地区旅游法制的思考第三节 民族地区旅游法制的完善措施一、民族地区旅游立法的完善二、
民族地区旅游执法的完善第八章 民族经济法的实施与监督第一节 民族经济配套立法一、关于《清真
食品管理条例》二、关于《民族特需用品生产企业促进法》三、关于《西部开发法》第二节 民族经济
法的适用一、民族经济法适用的特殊性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民族经济法中的适用第三节 民族经
济法的监督一、民族经济法监督的类型二、民族经济法监督机制的完善参考文献一、专著类二、论文
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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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族经济法概论　　第一节　民族经济法的内涵　　一、关于民族经济　　随着经济与
社会的发展，多学科融合交叉研究经济与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一个趋势。民族经济学就是这
样一个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简单说来，就是研究各民族的经济问题，它是从民族方面来研究经
济问题，或者说，从经济方面来研究民族问题。“从广义上来说，民族经济学是以某个民族或某些民
族的经济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论是外国的民族经济问题，还是中国的民族经济问题，都属于
它的研究范围。从狭义上来说，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它包括的
范围也是多方面的，可以把一个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也可以把一个民族地区（
包括若干个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还可以把所有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综合
研究的对象。”①所谓的少数民族经济，指的是多民族国家中处于少数的那些民族的社会生产与经济
生活，在我中国是指除汉族以外的所有其他民族的社会生产与经济生活。它是从少数民族角度来讲的
经济问题。①对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经济文化类型
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
特点的综合体。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基本框架大致是：一是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这个类型组内
人们劳动的主要内容是根据需要而去收集生态系统在循环代谢中产生的剩余能量。这是人类在生产技
术发展的早期所采用的谋生手段。严格说来，这一类型组中含有两个经济文化类型，即以鄂伦春族为
代表的山林狩猎型和以赫哲族为代表的河谷渔捞型。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类型组内各族人民的经济
文化都有了许多的发展和变化，但在这些变化中仍然能够看出生态环境和传统的生计方式在他们进行
文化选择时所发生的影响。二是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它的生态学原理就是在人与地、人与植物之间
通过牲畜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构成一条以植物为基础，以牲畜为中介，以人为最高消费等级的长
食物链。这个类型组至少还可分为四个类型，即以部分鄂温克族为代表的苔原畜牧型、以蒙古族为代
表的戈壁草原游牧型、以哈萨克族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以藏族为典型的高山草场畜牧型。三是
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可以分为以下六个经济文化类型：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耕牧型、山地耕猎型
、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和平原集约农耕型。我国民族学工作者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运用中加入
结构层次分析的见解，即要求对每一个经济文化类型都要进行结构层次上的划分，以求认识的深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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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经济法教程》

编辑推荐

　　《民族经济法教程》是我们三位年轻学者在民族法学和经济法学方面进行的一次探索，本教材缘
起于教学实践中同类教材的匮乏和相关参考资料的稀少。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和精
益求精的作风，采取了田野调查与规范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从若干个方面系统介绍了民族经济法学的
基础理论和不同分支的运作与实效。

Page 6



《民族经济法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