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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法理论探索”丛书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
新基地民族法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成果，并且由国家“985工程”专项经费资助出版。
我们立足于将民族法学的基础理论与当前国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相关立法、民族政策以及民族地区社会
主义法制建设实际相联系，既注重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也关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实际。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邀请了国内民族法学界较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共同开展项目研究。
　　国内民族法理论研究已有二十余年，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也形成了
一支专业学术队伍。
中国已经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体系。
目前我们面临着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如何应对发展与创新的挑战，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
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何结合形势发展，实现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研究的与时俱进，如何通过推出高
水平的研究成果，为国家民族法制建设提供政策咨询意见，如何通过研究和交流，增进世界各国对中
国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制建设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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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充分利用横向比较（此地与彼地的有关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保障的立法状况）和纵向比
较（以历史演变为线索研究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保障法律制度的变迁情况）相结合的方法，以期从
多角度全面透视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法律保障问题。
同时，在本书的写作中，注重微观与宏观视角的结合，客观与主观的结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结
合。
    本书涉及民族法学、宪法学、国际人权法学等几方面的内容，还运用了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
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以法学为基础，以其他学科为辅助，综合研究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法律保障
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力图提出切实可行的科学的决策依据，使中国的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
法律保障走在    　　本书从理论上剖析和梳理了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种种论述，试图对目前
争议较多的这一概念通过规范实证进行重新界定，通过与相关概念进行比较以及分析少数民族基本文
化权利的定义人手来统领本书。
这些相关概念包括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与文化权利、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少数民族
文化权利与少数民族文化自由。
在此基础上，本书试图从理论上探索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的主体（享有者），以确定权利的归属，
为解决司法实践中权利主体不明进而保护不力的问题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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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艳，法学博士，黑龙江桦川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师。
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民族法学专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民族法学和人权法学方面的研究，曾在
《黑龙江民族丛刊》、《政法学刊》、《广西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20余篇，并参加过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的研究，参编过多部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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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的法理学基础　　文化和文化活动根植于整个人类社会，是一切
人生活尤其是体面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种需要，因而从人性的角度而言，文化权利就成为人之为人的一
项十分重要的权利。
文化权利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受到重视，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其中文化需要的比重正在逐渐上升。
其次，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国民素质提高的步伐落后于经济尤其是知识经济增长的步伐
，相应地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使我们的社会进步受到了不
应有的影响。
再次，文化权利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密切相关。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就要求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他或她的文化，否则，和谐社
会的构建将无从谈起。
　　少数民族也同样如此。
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更应当受到加倍重视，这是由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性决定的。
在现实生活中，少数民族的人们因为人口少等种种原因，在国际社会往往成为易受伤害的弱势群体，
他们的人权状况格外令人关注，其文化权利就更容易受到损害。
中国在积极加强少数民族人权尤其是文化权利的保障的同时，也特别重视少数民族人权保障领域的国
际合作。
本章就力图探讨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保障的法理学基础，为后面各章对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保障
的深入论述做理论上的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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