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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民族法学的时代性与必要性

民族法学相对于法学大家庭里的民法、刑法、宪法这些 “老成员”来说，是一位刚

刚进来的 “新人”。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他是 “新人”而对其加以排斥，相反，我们应

以宽阔的胸襟对其进行接纳。这是法学发展的需要，更是法学与时俱进的体现。为何这

样说？

（一）与时俱进的法学必须关注民族问题

法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法学作为一门调整人与人之间行为的学科，其研究内

容必须同人们的行为特征相联系。当人类社会出现新问题、新现象的时候，法学必须紧

随其后，对这些问题、现象展开研究，为解决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既是法学这门学

科超越道德、宗教成为规范人类行为的主要规则的重要原因，也是法学能够永葆青春的

“法门”。众所周知，民族问题伴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就近现代历史来看，民族

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从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到非洲

“卢旺达大屠杀”，从美国的 “民权运动”到２００５年法国骚乱，从南非的种族和解到加拿
大的 “多元文化”政策，这些均说明民族问题处理是否恰当，对一国、对人类都是一件

影响巨大的事情。一个好的民族政策或法律能带来民族的和平相处，能带来国家的繁荣

昌盛；而一个坏的民族政策或法律能带来社会动荡，甚至是国家解体。全世界各个国家

在解决民族问题过程中，均有其值得借鉴的经验，但是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一些

国家，这些问题还诱发了流血冲突，严重的还导致国家战乱和分裂，给人民的生命财产

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给国家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

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亦是十分复杂的。除了极端的疆独、藏独问题以外，在我国其

他少数民族地方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共同繁荣的问题，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中不能回避和必须解决好的现实问题。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少

数民族虽然从人口上讲仅占总人口的８４９％，但我国五大自治区所占国土面积却占到整
个国土面积的４４４８％。整个西部都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其国土面积更是占全国国土
面积的７１４％。由此可见，没有广大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与现代化，就没有
整个中国的繁荣和现代化。从人文状况看，这些地方更是复杂。各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历

史发展过程中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从宗教信仰来看，世界五大宗教在这片土

地上均有信徒。同时很多民族还有自己的本土宗教。不同的宗教、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

都在中华大地上存在、传播，对国家、社会产生着各种直接、间接的影响。从地理环境

来看，有些民族居住在西南山地，有些民族居住在青藏高原，也有民族居住在黄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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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民族居住在沙漠绿洲之中。如此复杂的人文地理环境，决定了在这些地方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正因为民族问题在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中的重要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它才成为众多社会科学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但是，遗憾的是，法学

作为一门与时俱进、密切联系实际的学科，对该问题的关注却远远不够。比如，对民族

区域自治的研究就比较欠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在我国的

法学，特别是宪法学，研究中本应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其成果相对于宪法学的其他研究

成果而言，可谓凤毛麟角。如果说以前法学领域对民族问题关注不够是因为法学学科固

有的研究视角存在盲点的话，那么在当今民族问题如此凸显的背景下，法学不能对这一

热点社会现象视而不见，而应该积极参与到民族问题研究中，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贡献自

己的力量。

（二）民族问题的解决需要法治的思维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解决民族问题有多种方式。我国古代在这方面就有很多尝试。

从夏、商、周的 “五服”制度到秦朝的 《属邦律》，从汉匈之间的和亲到魏晋南北朝的

“胡汉分治”，从唐宋时期的 “羁縻府州”到元朝以后的土司制度，除此之外，中央王朝

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亦是每个王朝均不断上演的政治 “剧情”。可以说，历代中央王朝

在如何治理边疆、治理少数民族问题上绞尽脑汁，费尽心力。这其中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值得我们学习，但也有失败的教训需要我们引以为鉴。例如，元朝施行的 “民族分化政

策”所引发的社会对立，就是我们必须引以为鉴的例子。对于这些经验教训，我们需要

不断地研究和探讨，以便古为今用。

当今的中国与历史各朝各代的国情相比，甚至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以前那个一穷二白、落后挨打的国家了。中国经

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其整个经济体系已被深深地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之中，中国与

世界的交流已经十分紧密，难以分开。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

深刻变化有目共睹。即使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但是从纵向比较来看，少数民

族地方还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例如，２０１３年 “民族８省区 ＧＤＰ总计６４５３３亿元，
增速为１０７％”①。经济的发展为民族地区带来的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数字，同时也意味着
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等形势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必然对

与民族有关的法律政策提出新的要求、新的期盼。如果我们的民族法律和政策不能适应

时代的需要，积极、正确地做出应变，必然使相关法律、政策与现实脱节，更有可能成

为阻碍民族地方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手段主要采用了道德、宗教和法律三

种手段。“在近代世界，法律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在当前的社会中，我们主要依靠

的是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我们力图通过有秩序地和系统地适用能力，来调整关系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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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为。此刻人们最坚持的就是法律的这一方面，即法律对强力的依赖。”① 因此，将法

律作为治国理政的主要手段，是当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正如党的十八大

报告指出的那样，“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落实到民族地区的治理上来，就是要

求民族地方的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均需在法治这个统一的旗帜下

不断开拓进取，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采取法治的方式治理民族地方，而不是简单地延续以前依靠政策、会议的方式治理

民族地方，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具有道德、宗教所不

可比拟的优越性。首先，法律所提倡的公平、正义的价值，是几乎所有民族共同认同的

价值。法律在价值取向上追求公平、正义。尽管对公平、正义的具体内涵有各种各样的

解读，但是，这并不妨碍大家在法律这面旗帜下共同地探讨问题，协商规则。相反，道

德和宗教的具体内容与民族性格具有紧密的联系。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不同民

族之间的道德规定甚至可能相互冲突。宗教与民族更是紧密相连。不同民族信仰不同的

宗教，同一宗教之中又可能有不同教派，不同教派之间又可能因对教义的不同理解而发

生激烈的冲突。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人口流动如此频繁的时代，在文化交流如此广

泛的时代，我们不可将地域色彩、民族色彩如此浓厚的道德、宗教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

手段。其次，法律提倡的相互尊重、互不侵犯的价值理念，是处理民族争端的可行标准。

在当今社会，任何一个民族群体都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隔绝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它必

须同周边民族、世界民族发生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交流。由于价值理念、人生态度等

不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存在潜在冲突的可能性。面对这种情况，法律提倡的相互包容、

相互尊重、互不侵犯的价值理念，是缓和潜在的民族冲突，化解即将发生的民族矛盾的

可行标准。最后，法律提倡的谈判、协商、判决等纠纷解决手段，是和平处理民族问题

的最好办法。各民族之间有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在所难免。关键是出现矛盾后，

我们能够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解决，这是维护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的重

要手段。法律提倡理性，主张纠纷矛盾通过合法机制进行处理。这样可以避免暴力事件

等不理性社会现象的出现。法律提倡的协商、谈判、审判等纠纷解决机制，就是让当事

人双方能各自阐明自己的立场、主张和见解，在不同的利益和观点中，发现彼此之间的

“交集”，寻求问题解决的结合点。

（三）民族法治的发展对民族法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国家对法治的不断重视，针对少数民族的立法也不断加强。１９８４年我国根据自
身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 《民族区域自治法》。该法在运行１６年之后，全国人大
常委会于２００１年对其进行了修订。由于社会的发展，原有的一些规定已经落后于时代，
脱离了现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订就是为了弥补这些缺陷。与此相关的其他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等也在不断地修订和颁布。２００５年，国务院发布 《国务院实施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上级人民政府支持和帮助民族自治地方

的职责。在各个自治地方，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不断颁布。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１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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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７８０多部”①。这些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大多针对民族地方的新问题、新情况而制定。这对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

以及少数民族的权益具有重要影响和积极意义。上述情况表明，我们的民族法制建设在

不断进步和发展。相应的，我们的民族法学研究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为我国的民族

法治建设、为民族地方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

首先，民族法学需要对当前民族法治建设中的相关成就进行归纳总结。我国民族法

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其现状需要我们掌握并进行研究。例如，民族地方在行使立

法权的过程中，哪些地方进行了变通规定？这些规定是如何与该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结

合的？民族自治地方行使其自治权的程序如何？有何地方特色？其协商机制、决策机制

和执行机制之间是如何进行配合的？如此等等问题，均需要民族法学的研究者们，深入

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归纳总结。

其次，民族法学需要研究当前民族法治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如此丰富的

民族法律条文，说明民族地区对法治建设的重视，同时也表明民族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遇

到了新情况、新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相关法律的颁布，虽能说明该问题得到了相关部

门的重视，已经通过法律途径进行了解决，但还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颁布了一部法律，

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对于立法中针对的问题，以及民族地区确实存在又未提

上立法计划的问题，需要民族法学的研究者们进行研究。一是为完善相关立法建言献策，

二是为地方发展提供咨询意见。

最后，民族法学需要研究民族法制的未来发展趋势。未来民族法制建设应当如何推

进，是民族法学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的民族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其中

的问题也不少。最明显的就是全国五大自治区至今尚无自治条例。自治条例无法颁布，

主要还是这里面涉及很多复杂的、深层次的问题，目前尚无良好的解决办法。需要集思

广益，征求各方意见，合力解决。因此，未来的民族法治建设的发展趋势也是我们民族

法学研究应当注意的问题。

二、民族法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民族法学作为一门课程在高等院校开设大致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一些院校又
增设了民族法学的博士点、硕士点。而对于民族法律问题的研究，随着近年国家、社会

对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视不断加强，其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即使如此，民族法学这一最

年轻的法学学科仍然面临作为一个学科所必须解决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一）民族法学、民族法的独立性

民族法学，这个突然闯进法学大家庭的新成员能否得到承认，首先是其自身是否真

的是一门法学学科。那么，何谓学科？学科是根据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而形成的。学科

的划分标准如何确定？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地认识。一般而言，划分学科的标准主要依据

其研究对象、研究特征和研究方法来综合考虑。民族法学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学学科，

也应该综合考虑这些标准进行确定。就目前学界的观点来看，大多数学者均认为民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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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学是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但对民族法这个部门法是否存在却存在争议。

肯定论认为，民族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是不争的事实。其主要观点有如下

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存在使得民族法学具备了相应的政治基础、实

践基础、理论基础和法律基础。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民族法 “由于其调整对象的独特性、

相应法律规范的规模化，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②，相应的，也就必然有独立的

民族法学存在。第三种观点认为，上述三种观点的相同点在于均认为民族法学是一门独

立的法学学科，其区别在于作为一门法学学科其对应的民族法部门的内容。

否定论认为民族法学不应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这方面的论述较为少见，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当前法学界对于民族法学这一现象的关注较少。现有的观点主要认为：

“民族法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民族法学则是一门综合性的法学学科”③。相关研

究者认为：“民族法学以调整民族关系的全部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运用法理学、宪法

学、刑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以及系统科学等多

个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来进行研究。”④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均有一定的道理。这些学者从自己的角度对民族法学、民族法

这一基本概念进行了梳理，对我们了解民族法学的基本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就笔者观点认为，民族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须过多地讨

论。至于民族法作为一门部门法是否存在，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首先，是否有一部主要的法典不能作为判断民族法是否是部门法的标准。作为法律

部门的基本要素为法律制度与相关法律规范。这些制度与规范是否集中表现在一部法律

中，与法律部门是否存在并无必然联系。事实上，像熟悉的行政法就没有一部轴心法律

或者法典。同理，法律制度本身也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同一个法律制度可能有几个部

门法均对其进行规范，如所有权制度在宪法、民法、商法中均有规定。因此，我们不能

因有了 《民族区域自治法》就当然地认为存在民族法这一法律部门，也不能因为民族法

律规范的零散，就简单地否认民族法作为部门法存在的可能性。

其次，是否有利于人们了解和掌握民族法律制度应作为民族法能否作为部门法的一

个重要参考标准。诚然，主要的法学教科书认为，划分部门法的主要标准为调整的社会

关系和调整方法。⑤ 但是这些看似明确的标准本身却并不明确。何谓 “社会关系”？不同

的角度自然有不同的标准。这些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同时，法律本身也不是生活在真空

中的东西，它必须及时回应社会对法律的关注和期望。所以，人们是否重视并了解相关

问题是部门法是否存在的现实基础，并且也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因为划分部门法的目

的之一，就在于便于人们了解相关法律问题。就我国实际情况看，当前人们渴望全面了

解、关注民族法制的愿望是强烈的，心情是急迫的。对于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当前我

国面临的民族问题迫切需要我们从法律理论、法理制度等方面进行探索和解答。从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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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才发：《论我国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民族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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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８２页。



角度讲，我们有将民族法作为法律部门的现实需要。

最后，民族法作为部门法的调整范围不宜过于宽泛，应保持它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

一定平衡。在现有观点中，一些学者认为民族法涵盖了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传

统法学学科的内容，若将民族法认为是法律部门将会 “带来法学部门分类的理论危机”①，

因此拒绝将民族法认为是法律部门。这种观点过于强调维持其他部门法的平衡，而未能

考虑到法律现实需求。笔者并不认同。如前所述，同一法律制度不同法律对其进行规范

是正常的立法现象。所以，笔者认为，从法律到行政法规、从地方性法规到规章以及自

治条例单行条例等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立法，均应成为民族法

这一法律部门的组成要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族法作为法律部门存在在理论上和现实上是行得通的，对

此我们应当大胆地接纳民族法为新兴的部门法律。

（二）民族法学具有完备的理论体系

一门法学学科，必须具备相应的学科体系。没有学科体系的支撑，相关法律制度与

理论就是零散的。其内部的逻辑关系就无法体现。相关研究也就难以深入。那么，何谓

理论体系？理论体系就是一个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逻辑框架。就民族法学而言，

其包括民族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以及各个对象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１现有观点简要评述
关于民族法学的理论体系，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可谓 “横看成岭

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学者们的研究都有其道理，但是又都存在一些偏差。这些观

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内容：

第一，民族关系论。该观点认为，民族法学调整的是民族关系。例如，宋才发教授

认为：“民族法学是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学为基本学科、以民族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新

兴法学学科，而民族法又是以民族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部门法。”②

第二，法律规范论。该观点认为： “民族法体系，乃民族法律规范。……由民族法

律、民族法规和宪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民族性条款构成的民族法律规范，就是民族法

体系。”③

第二，折中论。该观点认为，民族法学的调整由民族法律制度和民族文化两部分构

成。马继军研究员认为民族法学的研究包括了特殊群体和区域两个部分。④ 吴宗金研究员

认为民族法学由民族法学科和文化的民族大学科组成。前者又可分为民族法律法规、民

族法律制度、民族法律规范、民族法律实施、民族纠纷处理、民族法律关系、民族法律

原则等；后者包括民族习惯法学和民族法律史学两个部分。⑤ “民族法学由民族法基本理

论研究和具体问题研究构成其体系，称为民族法学体系。”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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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上述观点的不足之处是明显的。正如前面所述，所谓 “体系”，研究的是一

个系统之中各个部门的组合关系。民族法学的学科体系，在明确其研究内容之后，应明

确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才是学科体系应该研究的内容。因此，探讨民族法学的体

系，并不是简单地指出民族法学研究民族关系的法律调整方式即可。这种论述仅是指明

了民族法学的调整对象而已。同理，我们也不能简单的罗列民族法学的研究内容就算说

明其体系。各个内容之间如何摆放、在体系中的地位、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才是我

们需要认真探讨的。

２民族法学的理论体系
探讨民族法学的理论体系，首先需要关注民族法学的研究内容。关于这一问题，经

过民族法学者的不断研究与关注，这一问题已基本达成共识，即其内容由民族法基本理

论、民族区域自治等相关民族法律制度、少数民族权利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的内在逻

辑关系是怎样的呢？

（１）少数民族权利是民族法学研究的基石。
民族法学研究的关注点在于少数民族权利保障问题。该问题在整个民族法学理论体

系中，处于最基本、最核心的地位。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是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国家设立该制度的目的在于 “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

务权利的精神”。如此重要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保障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由此

可见，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在整个制度中的基础性地位。因此，少数民族权利应该作为民

族法学研究的基石。我们所有其他研究均是在这个基本点之上展开的。无论是对民族法

律制度的研究，还是对域外少数人权利保障的研究，其目的都在于探讨如何保障我国少

数民族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少数民族权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我们仔细

梳理这个概念的时候，至少能发现其有如下一些特征：

首先，少数民族权利的内容具有特殊性与广泛性。少数民族中的每位公民，首先的

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无一例外地均有权享

有。少数民族权利的特殊性是基于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既

有对其历史状况的考虑，也有对其现实需求的考虑。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

的今天，通过承认其特殊权利的方式，保护少数民族这些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风

俗习惯、生活习惯，既是全球主要发达社会的主要做法，对我国的少数民族发展也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少数民族的权利虽然具有特殊性，但这并不意味其权利内容具

有狭窄性。事实上，查阅我国相关立法规定，发现少数民族的权利同时也具有广泛性。

它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体育等各个方面，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其次，少数民族权利的性质具有集体属性。少数民族的权利是集体性的还是个体性

的，涉及不同的保护渠道和保护模式的问题。从人权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集体权利属

于第三代人权的范畴。第三代人权的主要权利是自决权，但这里的自决权是针对西方殖

民统治而言的。落实到一国内部来看，显然不能简单地套用这种自决权理论。从实践来

看，各国均制定了针对本国少数人权利保障的具体制度。在具体的保护模式中，各个国

家针对其少数人现状，均制定了不同的保护制度，如美国的 “肯定性行动”、加拿大的多

元文化主义法、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立法、俄罗斯的民族文化自治法等。这些立法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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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某个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种而采取的保护性制度。因此，它具有集体

属性。当然，任何集体性的权利及其背后所包含的利益，必须最终被这个集体中的个体

所享有，这种权利才具有实际意义。

最后，少数民族权利的对象既包括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权利，也包括散居少数民族

权利。我们在研究少数民族权利的时候，对于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权利关注较为集中，

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多，而对散居少数民族权利保障问题的关注，相比之下就较为薄弱一

些。但是，这种现象有必要加以改善。因为，权利不分大小与轻重，均应得到同等对待

和重视。我国民族分布的基本情况是 “大杂居、小聚居”。很多少数民族是杂居在一起

的。这里的杂居又要分为自治地方的杂居与非自治地方的杂居。２０１１年，我国民族自治
地方的人口共有１８７６２３４万人，少数民族人口为９００３４７万人，占总人口的４７９９％。①

而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为１１３７９万人。也就是说，全国有近
２３７５５３万人的少数民族人口未生活在自治区内，占少数民族人口的２０８７％，若考虑到
人口流动的因素，这个比例只会更高。对于这两千多万的少数民族权利如何保障，通过

何种途径保障，现有保障机制是否落实到位，能否真正有效地保障他们的权利，民族法

学研究对此不能回避，也不应回避。两千多万人口，在一些地方都是一个国家的人口数

了。因此，他们的权利保障问题，也应得到切实的关注。

（２）民族区域自治等民族法律制度是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机制和实现途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少数民族权利之间是何种关系，是我们必须研究的话题。因为，

在一些学者的眼中，民族区域自治法就是民族法学的核心、民族法学的基石。笔者并不

同意这样的观点。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种政治制度。任何制度安排均有目的和原因，将制度通过法律的

形式确定下来，就是为了实现该制度应该实现的目的。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目

的有两个，“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能保障各少数民族

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又能保障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独立，抵御外来

的侵略和颠覆”②。由此可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在

民族自治地方内部，其民族关系又包括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和实行自治的少数民

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根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自治机关是少数民族行使自治权的地方。从世界其

他国家的相关实践来看，如何保护相关人群的权益，有多种机制，如通过诉讼机制保障

其权利。这里的诉讼既可以在本国诉讼，还可以通过区域人权法院进行诉讼。另一种模

式就是通过设立相应的专门机构保障其权利。专业机构又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在

政府内部设立专门针对少数人权利的机构进行保护，还有一种就是设立地方政府的方式

进行保护。无论一个国家采取具体哪种制度与形式进行保护，都只是体现了保障少数民

族权利的具体机制而已，而机制建立的前提，还是对少数民族权利的承认。

·８·

民族法学

①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２０１３／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２０１４－４－
１０访问。

阿沛·阿旺晋美：《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草案）〉的说明》，《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公报》１９８４年第１３期。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少数民族权利有密切关系。少数民

族权利保障的重要形式就是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保

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具体机制和实现途径。

（３）民族法学基本理论研究是维系民族法学的学术纽带。
一门学科均有其基本理论。在基本理论研究中，这门学科的独立性得到强化，学科

的理论体系更加明确，学科的现实价值与理论意义才能凸显。

民族法学的基本理论由哪些部分构成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从理论上考

虑到其完整性与逻辑性，另一方面要从实际研究状况考虑其可行性与现实性。只有如此

考虑，理论体系才能既有理论高度，又联系实际。可以说，本书所论述的所有内容均可

以将其纳入民族法基本理论中。民族法学基本理论研究大致可以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第一，对基本概念、原则的研究。民族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学学科，究竟什么是

民族法学，是每一位研究者，无论是学术老兵还是新兵蛋子都要思考的问题。这里面要

思考的问题主要有其是否具有独立性、其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其法律关系的性质如何

归纳、与其他部门法律／法学的关系是什么等等一些基本问题。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年，
通过学者们不断的研究和探索，对上述问题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答案。① 另一个关于民族

法的基本原则问题，大家也有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民族法学的基本原则，包括维护国家

统一原则、民族平等原则、民族团结原则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②

第二，对历史发展脉络的研究。民族法学历史发展脉络研究就是研究民族法学、民

族法律在我国的历史变迁过程。这一领域的研究又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民族法学的

历史发展。由于我国的民族法学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也就三十

多年的历史。这个历史对一个人来说，已经从婴儿时期进入到壮年时期了，但对一门学

科来讲，它仍然处于婴幼儿时期。学科的很多基本问题都还需要更多的学者来共同关注。

第二部分就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法律制度。这里面又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我国历

史上统一中央王朝对其统治辖区内的少数民族治理。例如，我们对羁縻府州、土司制度

的探索，对 “化外人”的关注等，就属于该范畴。第二部分是少数民族政权内部的法律

制度。这部分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对匈奴习惯法、吐

蕃、南诏、西夏、金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法律制度进行了研究。第三部分为中央王朝与

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法律关系。例如，对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的研究与总结。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从某种角度上讲，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在

民族法学发展的初期具有重要地位。一些院校和学者的民族法学研究就是从研究少数民

族习惯法着手的，如研究傣族、彝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习惯法。但是，在一些学者眼中，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制定法为主的国家，并没有所谓的 “习惯法”，有的只是各地的 “习惯

做法”而已。笔者认为，这里的争论涉及何谓 “法”的争论了。就笔者的观点来看，不

管如何去看待这些在实际生活中运行的 “活法”，这些与国家法律制度不同的社会规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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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任何人不会否认的。但是，这里需要讨论的是，法学作为极具实践性、现实性的

学科，研究这些习惯法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无论如何研究，还是在国家

法律这一大背景之下，探讨国家法律的运行、贯彻与实施的问题而已。这就是一个法律

理论、法律规范的普遍性与法律实践中的具体性的关系问题。因此，对少数民族习惯法

的研究，更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第三，对其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总结。任何一个学科均有其研究方法。民族法学作为

法学学科的一个门类，在继承了法学传统的规范分析方法以外，还将法律人类学和法律

社会学的方法运用到民族法学的研究中。

规范分析方法是法学研究的传统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具有两个特点：“研究成熟

的法律体系，认为法律是被制定出来的”，其运用的分析方法 “是一种试图通过分析和比

较找到所有法律基本原则的方法，它假设被分析的法律体系是一种稳定的状态”①。但是，

分析法学在构建逻辑的完整性的同时，也存在与现实不吻合等问题。② 因为，我们的现实

生活毕竟是复杂的、多变的。试图仅用抽象的概念、条文能涵盖所有的法律问题，这是

不可能的事。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规范分析方法中的缺陷，民族法学的研究者尝试运

用法律人类学和法律社会学来研究和关注民族法律问题。这两个研究方法，最大的特点

在于不将法律看成为一个独成系统的事物，而是将其与所处的社会、文化联系起来看待。

我们每个人都是 “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③。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选

择均与这个文化和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尽管一些学者不断探讨法律人类学和法律社会学在民族法学研究中的优越性，但就

笔者的研究体会而言，研究方法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它只是我们探索、认识、分析事物

的一个角度而已。任何方法均不可避免地存在其研究缺陷和研究的盲点，我们切不可过

于迷信某一种研究方法。在这里，我们需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地探索问题本身。研究

方法就像是到达对岸的桥梁而已，而不是目的本身。

三、本书的体例安排

民族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学科体系尚在发展和完善之中。如何安排本书的体

例，本书参编人员在撰写之前几经商讨，并请教多位相关领域专家，最后形成目前的体

例格局。当前的体例我们借鉴了其他民族法学教材的体例，也借鉴了其他法学教科书的

编写体例。在继承以前的教材好的思路的基础上，又对有些地方进行了修订。本书共分５
篇１８章。第一篇民族法学基础理论主要是对民族法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法律渊源和基本
原则进行介绍。同时，历史上中央王朝对民族地方的治理以及少数民族习惯法等进行了

探讨。第二篇为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也是

保障我国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重要制度。在民族法学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整个民族

法学的重要法律依据。因此，有必要单独作为一篇进行介绍。该篇分为三章，分别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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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变迁、自治权以及自治的组织结构。第三篇为少数民族权利。少数

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它既享有宪法规定的普通公民享有的一切权利，同时又享有其作为

少数民族才享有的特殊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外延与内涵有哪些是需要我们探讨的问题。

我们主要依据 《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规定，将少数民族的权利分为政治、宗教、经

济、文化和散居少数民族权利五个部分进行介绍。第四篇为少数民族权利保障与救济机

制。在体例讨论过程中，如何撰写这部分内容，我们有着较为激烈的争论。从我国现行

实践看，对民族问题的解决机制是多层次、多渠道的，既有政治层面的解决机制，也有

诉讼法律层面的解决机制，同时还有民间纠纷解决机制。这些解决机制是包含在国家的

整个社会矛盾解决机制之中，很难将其简单地提取出来进行单独讨论。因此，将其单独

列出来讨论是否有必要？又有老师认为，民族地方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是客观存在的，

并且在社会关系复杂的民族地区，如何化解当地的社会矛盾是我们的研究必须正视的问

题。同时，我们在实践中也形成了一些值得推广的经验和制度。将这些成熟的制度介绍

给学生是十分必要的。最后，大家采纳了后一种观点。将这部分分为法律的保障与救济

机制和社会的保障与救济机制两章来写。第五篇为比较民族法。在体例讨论过程中，有

老师对该篇的名称提出疑问，认为这样的提法不够科学严谨，也有老师认为这样的提法

可以接受。中国的 “民族”这一概念与外国的 “ｎａｔｉｏｎ”不同，而更接近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族群这一概念。但是，这种概念上的差异，是各国历史文化因素形成的。这也仅
是一个概念问题。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这样一部分人群在一个国家中如何保护他们的权

益。而这一现实问题是世界各国均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因此，“比较民族法”的提法也是

可以成立的。最后，老师们采纳了第二种观点。该部分主要由三章组成。首先对世界的

民族法进行概述，然后介绍国际文件中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最后重点介绍部分国家保

护少数人权利的具体制度和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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