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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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民族法研究中心的重要任务，也是本丛书的基本价值取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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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在对散居少数民族权益进行研究时感受到了特别的困难。
课题最初设想是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县（旗），深入乡村和街道进行实地调查，把通过实地调查获
得的第一手资料与各地区的相关统计数据结合起来，来对不同类型散居少数民族的权益状况进行深入
分析。
但在课题开始运作后，我们却发现虽然可以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一些一手资料，但由于散居少数民族与
聚居少数民族存在很大区别，不仅人口基数大，民族成分众多，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人口居住分散，特
别是不同类型的散居少数民族情况差异巨大，在短时间内难以通过获取充足的样本资料进行以点代面
的分析，而事实上这样的分析也难以产生足够的说服力。
在此情况下，本课题于是采用了以资料文献分析为主的宏观分析方法。
当然，实地调查和访谈对本书很多观点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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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平辉，1966年生，重庆人，法学博士，副教授，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宪法行政法专业硕士生导
师。
主要研究比较宪政制度和宪法权利。
先后任教于西南师范大学和中山大学，主持完成《广州花都新国际机场开发区发展战略规划及配套政
策研究》等20余项科研课题。
著有《宪法权利诉讼研究》、《波兰反对派现象研究》等。
先后在《现代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等刊物上发表《利益冲突的法律控制》、《宪法权利本质
论、价值论与实践论》等20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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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散居少数民族概况　　第一节　散居少数民族的概念　　“散居少数民族”一词，从民
族学、人类学角度来分析，是一个地域性的族群（ethnic group）概念。
准确理解散居少数民族的概念，应该分析其在地域与族群两个方面显示的含义。
　　一、聚居民族与散居民族　　按照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的理解，民族是一种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
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因此，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民族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等四个基本
特征。
这四个基本特征在特定民族的产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
共同的语言，是维持民族内部稳定、彼此交流思想和互相往来的工具；共同地域，决定了特定民族在
一定时期的居住生活区域和空间，是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共同的经济生活，促成民族内部人们经济
活动的开展，通过生产和经营活动为民族提供繁衍生息的物质基础。
共同的心理素质，以一种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习俗让民族具备起共同爱好、历史传统、风俗习惯、
民族尊严等，进而让民族具有一条生存发展的精神纽带。
民族的这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但是对于特定民族的产生、形成来讲，共同
地域是民族形成的前提条件，民族的其他征都是以共同地域为基础的。
　　共同的地域，体现为一种民族存在的形式，是指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所具有的活动范围和居住
形式。
纵观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轨迹，民族的活动范围和居住形式在民族的形成发展变化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而每一个民族也因此都有自己特定的活动范围和居住形式。
从世界各国民族发展史来考察，各民族的活动范围差异巨大，但是其居住形式一般都是固定不变的，
或者以聚居方式居住，或者以散居方式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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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研究》适用于政治专业人员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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