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共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族共治>>

13位ISBN编号：9787516115701

10位ISBN编号：7516115703

出版时间：2013-10-1

出版时间：朱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10出版)

作者：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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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共治>>

内容概要

《民族共治--民族政治学的新命题》作者（朱伦）认为，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所言的nation和nationality，
族类学所言的ethnos和ethnic group，以及历史学所说的people，汉语都译释为“民族”，是中国学界对
“民族”概念缺乏起码共识的原因所在，这也影响到民族政治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国际交流。
作者建议，对上述各种概念应分别赋予不同的汉译，同时对汉语“民族”一词进行概念抽象，并译
为ethnic-national community。

关于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治理，作者认为应摆脱传统的同质化“民族－国家”观和“民族自治
”观的束缚，指出这两种观念都是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的产 物，没有充分认识到民族关系的复杂
性实际，也没有预想到民族关系的现代化发展，常常导致人们陷入民族分离主义与民族同化主义之两
极化思想对立、尊重民族差别与保障公民平等之两难性实际选择之中。

对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治生活准则，作者提出了“民族共治”这一兼具思想性和工具性的新命题
，认为这是多民族国家合法存在之基，是民族关系善治之法，是各民族和睦相处之道，它可有效疏解
民族差异政治与国家主权统一建设之间的张力，也可有效协调公民个人权利保障和民族集体权益保护
之间的矛盾。
由此，作者试图 论证“共治权”是基本的民族政治权利，因而应成为民族政治理论研究或民族政治学
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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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伦，江苏省睢宁县人，1954年1月30日生。
毕业于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西班牙语言文学专业。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民族学系教授，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常务副会长；200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主编和参与编写的主要著作有：《五十国民族政策》、《世界民族》（九卷）、《世界民族概论》、
《世界民族大辞典》、《印第安世界》等；主要译作有：《政治人类学导论》、《西班牙现代史论》
、《哥伦布传》、《美洲人类的起源》、《阿兹特克文明》、《民族主义与领土》、《欧洲一体化进
程》等；参与编写和主持修订《中国大百科全书》和《辞海》世界民族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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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上编基本概念辨析 简要题介 第一篇西方的“族体”概念系统——从“族群”概念在中国的应用
错位说起 一引言：“族群”概念在我国的应用错位 二“族群”与“民族”：欧美国家的使用情况与
异议 三“族群”与“民族”：不同的内涵与学理 四结语：“族群”与“民族”概念的应用 第二篇论
“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 一关于“民族”、“民族一国家”、“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概念和
理论 二“国族—国家”的理想与现实 三关于“国族—国家”的修正理论 四坚持“多民族国家”理论
的现实意义 第三篇“跨界民族”辨析与“现代泛民族主义”问题 一“民族”与“跨界民族” 二“跨
界人民”、“历史民族”与“现代泛民族主义” 第四篇“人们共同体”的多样性及其认识论 一关于
“人们共同体”的多样性 二关于“人们共同体”的认识论余论 第五篇“国族”与“民族”：由《加
泰罗尼亚自治条例》修订草案引发的争论 第六篇“民族”概念与国际交流——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
座谈 中编传统论说反思 简要题介 第七篇走出西方民族主义古典理论的误区 一族际政治经验与理念的
比较 二关于民族主义古典理论的思考 三族际政治实践的当代发展与多民族国家理论建设 第八篇浅议
当代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治建设 一民族政治的历史发展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
民族政治问题 二单一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与民族政治 三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与民族政治 第九篇
保障少数民族政治权利是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莺要澡题 一关于墨西哥印第安主义理论及其片面性 二
关于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政治权利问题 三关于民族政治权利与民主政治 第十篇关于民族自治的历史考
察与理论思考——为促进现代国家和公民社会条件下的民族政治理性化而作 一众说纷纭的“民族自治
” 二民族自治设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三关于民族自治实践的历史考察 四关于民族自治的理论思考 五民
族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当代发展 六民族共治体现了现代国家和公民社会条件下的民族政治理性 七正确
解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十一篇现代国家、公民社会与民族差异政治——试析“大藏区高度自治”主
张的非理性和非现实性 一“大藏区高度自治”的概念与实质 二“大藏区高度自治”主张的思想理念
基础 三“大藏区高度自治”论说与“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区别 四现代国家和公民社会条件下的民
族政治理性 五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反对“大藏区高度自治” 第十二篇政治因素依然是民族问题
的首要原因——与《中国民族报》特约记者的座谈 第十三篇关于我国民族事务的几个理论认识问题 
一关于民族问题现状的评估与民族问题研究的取向问题 二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解读问题 三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权力机关的代表性问题 四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定位问题 五关于民族
集体权利和公民个人权利问题 六关于民族问题的国情意识与国际对话问题 下编共治命题阐释 简要题
介 第十四篇民族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当代发展 一国族、国族主义理论与运动 二民族文化自治与民族领
土自治 三多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民族政治新试验 四民族政治理论新趋向和中国的民族政治实践 第十五
篇民族共治论：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事实的认识 一从自治到共治共和：阶级政治实践 二民族
自治：殖民帝国时代后期的产物 三民族自治的新工具价值及理论阐释：奥地利政治家和学者的贡献 
四民族自治模式的多样性发展：俄罗斯和中国的经验 五民族共治：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生活中的
普遍现象 六民族共治：“后自治”民族政治的必然和合理发展 七提出和研究民族共治的意义 第十六
篇论民族共治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理 一自治与共治：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生活的两个方面 二民
族共治的理论基础：“后自治”民族政治建设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三民族共治：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
治的基本原理 四“民族共治”命题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第十七篇自治与共治：民族政治理论新思
考 一引言：对自治的基本看法与“共治”命题的提出 二自治的局限性及其理论问题——殖民地自治
、民族文化自治和民族领土自治 三民族共治模式及其思想理念——对当代中国民族政治实践的实证研
究 四民族共治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后自治”民族政治生活的发展及其基本原理 五民族共治与民
族政治理论体系的完整构建——对自治的新解释以及对自治与共治关系的简述 六民族共治：理论意义
和应用价值——批判的武器和建设的工具 七时代民族问题与民族共治 第十八篇民族共治的理念支撑
与操作问题——在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论坛的演讲 一关于民族共治观点的提出及其关注点和定义 二
民族共治的理念支撑 三民族共治的操作问题 第十九篇“民族共治”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本质特征
——与《中国民族报》特约记者的座谈 第二十篇走向民族共治的自由王国 一民族自治的局限性及信
任危机 二民族共治的必然性、合理性和现实性 三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民族共治特点及意义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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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的17个自治共同体之一，位于地中海西北角西班牙与法国交界处。
中世纪后期，加泰罗尼亚曾是地中海沿岸一个强盛的王国，后在反对摩尔人的光复战争中，与西班牙
其他王国联合，共同形成了现今的西班牙。
但与其他王国逐渐走向同化不同，加泰罗尼亚较多地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点，并有自己的语言。
加泰罗尼亚语与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加利西亚语同属拉丁语族，其与法语的共同
性还大于同西班牙语的共同性。
1830年代，西班牙实行领土管理改革，加泰罗尼亚被划分为4个省，一直到1970年代末。
1978年西班牙通过新宪法后，西班牙再次对领土管理实行改革，按照历史地区和民族地区实行自治，
加泰罗尼亚四省遂共同组成了一个自治单位，叫“加泰罗尼亚自治共同体”。
 加泰罗尼亚面积约32000平方公里，占西班牙国土的6. 4％左右。
人口600余万，占全国人口的15％左右；其中，操加泰罗尼亚和操西班牙语者的比例大约为3：2。
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最富裕的地区，贡献的税收占全国总税收的20％强。
由此，加泰罗尼亚人总认为自己吃亏，民族主义表现比较突出，其目前的主要特点是自治政府在政治
宣示上保持与西班牙的形式统一，而在行政操作上则力求获得更大权力。
因此，加泰罗尼亚对1979年通过的自治条例很不满意，不断提出扩大自治权的修改要求。
1999年笔者在马德里自治大学访问时，曾经拜访过西班牙公共管理部法规司司长，了解到西班牙当时
就存在着如何修改自治条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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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共治:民族政治学的新命题》对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治生活准则，作者提出了“民族共治”
这一兼具思想性和工具性的新命题，它是民族关系善治之法，是各民族和睦相处之道，也可有效协调
公民个人权利保障和民族集体权益保护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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