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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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套丛书主要涉及如下研究方向：（一）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践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研究，
主要内容包括：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地区经济法制建设，民族自治地方刑事法律制度研究，民族自治地
方财政法制建设研究，民族自治地方环境资源法制研究，广西瑶族地区的自治制度研究，民族经济法
律制度研究，俄罗斯民族文化自治与人权保障，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研究；（二）中国少数民族自治
历史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古代至清代少数民族“自治”研究，近代少数民族“自治”研究，新
中国成立以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发展研究；（三）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少
数民族权益保障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司法保护等具
体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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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研究》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课题《少儿民族受教育权研究》的最
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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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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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研究的意义　　受教育权是现代社会中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对人的个
性发展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接受教育对于每个公民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与实现自由和人权至关重要。
教育之所以变得日益重要，不仅是因为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利器，是最下层的人们进入社会中上层
的合法的途径之一，而且是因为接受适当的教育对于最适当地使用财产以确保适当的生活水准，对于
确保人们获得令人满意的工作和在工作中发挥出色；对于最适当地使用源自财产、工作或社会保障的
收益以达到相当的生活水准具有紧密的联系。
“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目的在于使公民能宽容和尊重他人人权，自由发展他或她的个性和尊严，积极
参与自由社会，.提供其创造财富的能力，以使其能体面地生活，提高生活水准，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一
员。
”①一个人民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的国家不可能实现政治或者经济上的繁荣，哈耶克曾经说过，民主
不可能在部分文盲的人民中实现，除非在最小的地方范围内。
只有通过提高公民文化水平，为公民提供开放、理性的价值和确定的目标，才能增强公民的参政议政
能力，才能保障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
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来说，受教育权也是他们提高自身文化水平、提高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
的途径。
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才能不断提升整个民族地区的文化水平，才能对发展少数民
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挥巨大的作用，缩小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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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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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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