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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继承性。
作者通过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过程的回顾，进一步确认了：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
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充分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
族内部事务的权利。
并在此理论体系和制度框架下，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价值和制度完善进行了学理和实证的探索
。
    二、创新性。
在理论上作者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价值是“国家的统一”和“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完美结
合的观点，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在大量的典型个案研究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
找到了一条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研究的重要路径——即自下而上地考察少数民族群体及其成员的利益是
否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得到了恰当的表达和关护。
这一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不仅弥补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研究的不足和缺憾，而且促进和扩展了中国
民族区域自治研究与国际学术研究的对接和沟通。
    三、现实性。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民族工作长久的方针和任务，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将“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理念贯穿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的整个进程中。
本书收编的所有文章，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体现着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理念，数十个典型个案的研究
，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实际工作提供了政策制定、修正和完善的理论指导和现实依据。
    四、广泛性和典型性。
在自治地方的层级和类型上包括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还有民族乡等；在区域上包括了西南、
西北、北方等中国主要的民族地区；在时间跨度上经历了四年的调查研究，不仅做到了对面上现状的
了解，而且还有点上的升华和沉淀(举办了若干次国际研讨会)；在内容上既突出了现实社会中的开发
与发展、变迁与适应、生态与文化、权力与权利等关系问题，同时又包括了与民族区域自治相关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自下而上视野”中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另一面；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大部分作者都是来自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人员，从而完成了从法律条文中的
“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到贯彻落实中的“以人为本”，再到“让少数民族自己说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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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奥斯陆大学法学院挪威人权中心研究员
、中国民族法项目主任，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国际少数人与群体权利学刊》（荷兰）编委。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人权法、中国少数民族权利与法律、法律人类学等。
主要译著有《少数人权利的法理》、《初民的法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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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并保护其文化生活方式所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　　中国《宪法》规
定，国家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少数民族有保持或变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这一重要的原则性规定，理应包涵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方式所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的保护义务
。
在实践中，对少数民族文化价值、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边缘化、变更，以及不恰当的商业化开发或将某
种社会生活方式或价值理念强加于具有文化特性的少数民族社会，都是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原则
相违背的。
这种经济开发活动的结果往往使得少数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受到摒弃或压制，少数民族语
言的使用，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诸如采集渔猎、游耕游牧甚至一般的农耕方式都受到排斥、挤压
。
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自治制度和立法应从这些方面提供必要的保护。
　　6．促进少数民族自身的能力建设和文化自由　　促进“文化自由”的取向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新
的观察和分析视角。
①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在于提供人类发展的自由和选择。
少数民族文化在经济开发过程中的边缘化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对某种传统文化作为“文化遗
产”的“文化保护”，而是社会对这一部分人群的自我选择、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由的剥夺，也就是
对他们的“文化自由”权利的侵犯。
　　目前，许多发展项目都是以牺牲少数民族的利益来达成社会多数人群体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
的进一步发展或生态环保方面的利益。
例如，为保护或恢复生态环境，而禁止少数民族某种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禁止他们利用其传统生活
方式所依赖的森林、水源、草场或土地资源，强制性地组织他们从其居住的地方迁移，对其面临的新
的生活因难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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