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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通论》是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经济法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部分，是市场经济的调整器，对市场经济起着规范作用、保障作用
和调控作用。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通论》是我国第一本专门地、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
律制度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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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才发，汉族，1953年5月10日生，湖北省武穴市人，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重点学科带头人。
历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央
民族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法学院院长兼民族法学研究所所长、科研处处长兼学校“211工程”办公
室主任等职。
社会兼职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专家、教育部法律专家顾问组成员、中国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
理事、中国法学会西部大开发法律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等职。
1999年被评为省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4年被评为国
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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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上篇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总论第一章 中国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第一节 中国少数民族的形成与发
展一、中国少数民族的含义二、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状况第二节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形成与变迁一、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形成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变迁第三节 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口与环境一、中国少
数民族人口概况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环境概况第四节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一、中国少数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第五节 民族问题解决的关键是经济发展一
、民族问题的基本含义及其特点二、中国现阶段主要的民族问题三、经济发展是解决中国当代民族问
题的关键第二章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概述第一节 少数民族经济法的涵义一、少数民族经济法的概念
二、构建少数民族经济法的必要性第二节 少数民族经济法的体系一、少数民族经济法在中国法律体系
中的地位二、少数民族经济法体系的构成第三节 少数民族经济法的渊源一、少数民族经济法渊源的含
义二、少数民族经济法的实质渊源三、少数民族经济法的形式渊源第四节 少数民族经济法的一般历史
形态一、汉族中央政权的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度二、少数民族中央政权的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度第五
节 少数民族经济法的制定一、少数民族经济法制定的概念二、少数民族经济法制定的特点三、少数民
族经济法制定的指导思想第六节 少数民族经济法的实施一、少数民族经济法实施的概念、特征二、少
数民族经济法实施的环节第三章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度的原则第一节 少数民族经济立法的基本
原则一、少数民族经济立法基本原则的概念二、少数民族经济立法基本原则的内容第二节 少数民族经
济立法体制原则一、少数民族经济立法体制原则的概念二、少数民族经济立法体制的主要原则第三节 
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度的执行原则一、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度执行原则的概念二、少数民族经济法律
制度执行原则的主要内容第四节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度的适用原则一、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度适用原
则的含义二、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度适用原则的主要内容第五节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度的普遍遵守原
则一、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度普遍遵守原则的含义二、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度普遍遵守原则的基本要
求第四章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第一节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度的主体一、法律关
系主体的一般理论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度主体第二节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度的客体一、
法律关系客体的一般理论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制度客体的含义及其分类第三节中国少数民族经
济体制法律制度一、经济体制法律制度的一般理论二、少数民族经济体制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三、少
数民族经济体制法律制度的完善第四节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一、经济宏观调控法律制
度的一般理论二、少数民族经济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第五节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市场管理法律
制度一、市场管理法律制度的一般理论二、少数民族地区市场管理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第六节中国少
数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一、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的一般理论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可持
续发展法律制度的建设中篇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自主权法律制度第五章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
自主权法律制度第一节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自主权概述一、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自
主权的内涵与特征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自主权的立法沿革三、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
自主权的意义第二节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自主权的基本内容一、自主安排和管理本地方的
经济建设事业二、合理调整生产关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自主管理
、保护和优先开发利用本地自然资源四、自主安排本地方基本建设项目五、自主管理隶属于本地方的
企业第三节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自主权的落实一、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自主权的落
实状况二、进一步落实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自主权的措施第六章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法律制
度第一节财政与财政法概述一、财政的一般原理二、财政法的概念与体系三、财政法的地位和作用四
、财政法的基本原则五、财政法的法律渊源第二节民族自治机关财政管理自治权一、民族自治机关财
政管理自治权的概念二、民族自治机关财政管理自治权的法律渊源三、民族自治机关财政管理自治权
的主要内容第三节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一、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理论二、国外政府间
财政转移支付的特点和启示三、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实践历程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
付的制度创新第四节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自治法律制度的完善一、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财政体系建
设二、西部开发立法与落实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自治权三、完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自治法律制
度第七章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税收管理法律制度第一节税收与税法概述一、税收的概念二、税法的
概念和构成要素三、税法的效力和基本原则四、税法体系和税收立法体制五、税收法律关系第二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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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治机关税收管理自治权一、民族自治机关税收管理自治权的概念二、民族自治机关享有税收管理
自治权的必要性三、民族自治机关税收管理自治权的主要内容第三节民族自治地方税收管理法律制度
的完善一、民族自治地方的税收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二、西部开发政策与民族自治地方税收管理法
律制度三、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税收管理法律制度第八章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金融管理法律制度第一
节金融与金融法概述一、金融的基本原理二、我国的金融法律概况三、中国人民银行的性质、地位和
职能四、银监会对金融业的监督管理五、我国商业银行法律制度六、我国政策性银行法律制度第二节
民族自治地方金融发展的深化战略及其法律对策一、民族自治地方金融发展的现状二、民族自治地方
金融发展的深化战略三、依法保障民族自治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第三节民族自治地方金融管理法律制度
的创新和完善一、民族自治地方金融政策区域化调整法律制度二、民藤自治地方金融组织多元化法律
制度三、民族自治地方资本市场培育法律制度四、民族自治地方金融风险防范法律制度第九章中国少
数民族地区价格管理法律制度第一节一般的价格管理法律制度概述一、价格管理法律制度的概念二、
价格管理法律制度体系的构成三、价格管理法律制度的功能第二节少数民族地区价格管理的法律规定
一、少数民族地区价格管理的历史沿革二、少数民族地区价格管理法律制度的制定第三节少数民族地
区价格管理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一、少数民族地区价格和价格管理制度二、少数民族地区经营者的价
格行为三、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的定价行为四、少数民族地区价格总水平调控五、少数民族地区价格监
督检查六、少数民族地区价格违法责任追究第十章中国少数民族贸易与民族用品生产管理法律制度下
篇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特殊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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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中国人民银行的性质、地位和职能　　2003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修订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
法》，于2004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①因此，在性质上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的中央银行，既是特殊的金融机构，又是国务院直属的职能
部门。
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体现在其性质与独立性上。
就中国人民银行在整个国家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而言，可概括为中央银行、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
银行的银行、监管的银行、调控的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不向普通企业和个人提供金融业务服务。
它的职能主要体现在调控职能和服务职能上。
自2003年4月26日起，监管职能由银监会承担，但仍行使部分金融监管职能。
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控职能主要通过货币政策来实施，具体包括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发行并管理
人民币流通；持有、管理、经营国家的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
中国人民银行的服务职能包括对政府、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三者不同的服务。
（1）对政府的服务职能有：经理国库；持有、管理、经营国家的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负责金融业
的统计、调研、分析和预测；代表国家从事有关国际金融活动。
（2）对金融机构的服务职能有：维护支付结算系统的运行；通过再贴现、再贷款等政策为金融机构
提供资金支持。
（3）对公众的服务职能有：发行并管理人民币；通过存款准备金，稳定货币和行使监管职能为金融
投资公众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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