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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特色课系列：民族法学》对民族法律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介绍
，系统阐述了民族法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范畴、基本权益和基本制度，是一部
反映学科前沿水平的新兴特色教学用书。
全书分为五编二十三章，分别对民族法的涵义、民族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民族法的制定、民族法的
实施、民族法的体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少数民族人权保障、少数民族习惯法以及比较民族法等基
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本教材主题鲜明、内容全面、资料翔实，汇集了近年来民族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资料，适用于民族
法学及其相关领域的高校师生及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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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文钊，男，1962年3月出生于湖北黄冈。
法学博士、国家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法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法治政府与地方制度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法律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
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理事；全国律协行政法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国
政法大学等高等院校兼职教授。
著有《大国地方——中央与地方关系宪政研究》、《大国地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新发展》
、《大国地方——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研究》、《中国民族法制60年》、《中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
保护研究》、《公法原理》、《现代行政法原理》等学术著作十余部及学术论文数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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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编 民族法学基础理论
第一章 民族法现象及其基本理论
第一节 民族法概论
第二节 民族关系的法律调整
第三节 民族法基本原则
第四节 民族法的表现形式
第二章 民族法的制定
第一节 民族立法概述
第二节 中央民族立法
第三节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
第四节 一般地方的民族立法
第三章 民族法的实施
第一节 民族法实施的主体
第二节 民族法实施的措施
第三节 民族纠纷及其处理
第四节 民族法的监督保障机制
第五节 民族法律责任
第四章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法
第一节 中国古代民族法
第二节 中国近代民族法
第三节 中国当代民族法
第二编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五章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概述
第一节 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
第二节 民族自治地方
第三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六章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
第一节 民族区域自治权概述
第二节 政治类自治权
第三节 经济类自治权
第四节 文化类自治权
第五节 其他类自治权
第七章 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
第一节 上级国家机关职责的概述
第二节 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原则
第三节 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的方式
第三编 少数民族人权保障
第八章 中国少数民族政治权利
第一节 少数民族政治权利概述
第二节 少数民族的平等权
第三节 少数民族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四节 少数民族的参政权
第九章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权利
第一节 少数民族经济权利一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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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少数民族经济权利体系的基本构成
第三节 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法律保障
第十章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
第一节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概述
第二节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立法保障
第三节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司法保障
第四节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行政保障
第十一章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权利
第一节 少数民族语言权利概述
第二节 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的法律保障
第十二章 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权利
第一节 少数民族宗教权利立法保护
第二节 少数民族宗教权利司法保护
第三节 少数民族宗教权利行政保障
第十三章 中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
第一节 少数民族受教育权概述
第二节 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的现状
第三节 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障完善的路径分析
⋯⋯
第四编 少数民族习惯法
第五编 比较民族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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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变通或补充规定 首先，变通、补充规定的概念。
变通规定是指民族自治地方享有立法权的机构，根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的授权和当地
民族的特点，以变通规定的形式，保证国家法律在本地区正确贯彻实施的一种地方性民族自治法规。
补充规定是指民族自治地方享有立法权的机构，根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的授权与当地
民族的特点，以补充规定的形式，保证国家法律在本地区正确贯彻实施的一种地方性民族自治立法。
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变通规定、补充规定的权力来源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及专门的部门法
的授权。
补充规定和变通规定在我国大部分时候是混在一起并用的，在规定变通的时候也往往做补充的内容，
因此有学者称之为“变通补充法律自治权”。
②也有学者根据《立法法》第66条第2款的规定，认为应将“变通补充法律制度”改为“变通法律制度
”。
③考虑到我国各部门法的授权立法中较多地使用“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这一字眼，这里还是继续使
用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这一概念。
 其次，变通、补充规定的依据。
变通、补充规定，具有法律依据，也有事实依据。
从法律依据看，我国《宪法》第115条明确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享有立法自治权，《立法法
》第66条第2款规定了：“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根据当地的民族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
出变通规定”，此外，《刑法》、《民法通则》、《继承法》、《民事诉讼法》等部门法也对民族自
治地方的变通和补充规定进行了授权。
民族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是民族自治地方变通、补充规定的客观依据。
当然，变通不是任意不受限制的，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以下领域是不能作出变通规定的：（1
）不能对宪法作出变通性规定；（2）不能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进行变通；（3）不得对民族
区域自治法进行变通；（4）不得对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做的规定进行变
通规定。
 最后，变通、补充规定与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关系。
变通、补充规定与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都是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主要内容，他们之间具有共性，也
有特殊性，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其相同之处主要体现为：（1）制定机关有相同的方面。
民族自治地方人大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一些部门也授权民族自治地方人大有权制定变通、
补充规定。
（2）制定的客观依据相同，都是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
（3）制定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保证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在民族地区得到更好的执行
。
 当然，变通、补充规定与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也存在着差别，主要体现在：（1）制定机关不完全相
同。
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制定机关目前只限定为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其常委会均无权制定。
变通、补充规定的制定机关主要看部门法的授权情况，有五种情形：一是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有制定权。
这方面授权规定的法律有《继承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婚姻法》。
二是既规定人民代表大会，也规定其常委会有制定权。
如《收养法》第32条的规定。
三是只规定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有制定权。
如《刑法》第90条的规定。
四是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享有制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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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森林法》第48条的规定。
五是只规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有制定权。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传染病防治法》。
（2）制定的程序不完全相同。
自治区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必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而变通、补充规定的制定程序相对比较复杂，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必须要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批准后生效，如《婚姻法》。
二是批准或者备案。
如《民法通则》第151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法规定的原则，结合当地民
族的特点，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单行条例或者补充规定。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依照法律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或者备案；自治州、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报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三是只需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如《妇女权益保障法》、《收养法》、《继承法》
。
四是没有明确关于报批和备案程序的，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49条的规定。
（3）制定的目的不完全相同。
制定变通、补充规定的具体目的是为了保证某一个法律在民族自治地方的遵守和执行，所以变通具有
针对性。
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制定目的是为了依法行使自治权，解决自治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需
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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