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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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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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地区司法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首先，力求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坚持和完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与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制度的道路，
为解决中国当前民族工作面临的各种问题做出理论尝试，而这对各民族长期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发
展，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有助于向世界展示我国各少数民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政治、经济、生活方面的成就，展
示我国各少数民族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展示我国党和政府为促进少数民族发展与保障人权方面所做
的努力，使外国人民，尤其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国际组织了解中国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人权的真
实状况，有力回击某些西方国家的无端攻击。
第三，有利于加强民族法学学科的自身建设，培养造就一支有较高理论素养、较强科研能力和敬业精
神的科学研究队伍，并将形成广泛的国际国内学术联系，能持续地为国家输送高质量人才，以及为国
家和政府各部门提供决策和咨询服务等，其效益、持续力是广泛久远的。
第四，本丛书努力突出理论和需求的适应性，其对民族区域自治与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等重大现实问题
的研究，将直接为立法、司法、执法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提供参考意见和材料。
第五，通过本丛书的出版和发行，整合有利资源，突出学科优势，提升学科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强化
基础设施建设和办学条件的改善，使我校学生能够将强烈的使命感、对民族问题研究的浓厚兴趣与自
身的学术功底相结合，为我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提供法律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地区司法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

书籍目录

上篇 总论第一章 绪论一、基本原理二、主要研究方法和主要观点第二章 历代司法制度中的少数民族
权益保障概况一、先秦－汉时期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三、隋唐时期四、宋辽西夏时期五、元明清
时期六、国民党统治时期七、新中国成立至今第三章 国外司法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概况一、部
分国家的国家结构形式决定了在司法制度建设方面能较好体现少数民族权益二、国外没有重视少数民
族权益保障而导致不好后果的实例三、国际组织制定的文件中关于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内容概述四、
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概况五、对国外司法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评价下编 分论第四章 民族地
区审判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第一节 民族地区法官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第二节 民族地区
陪审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第三节 民族地区法院组织体系与审判组织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第四
节 民族地区民事审判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第五节 民族地区行政审判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
障第六节 民族地区刑事审判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第五章 民族地区律师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中
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第一节 民族地区律师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第二节 民族地区法律援助制度
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第六章 民族地区检察制度和侦查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第一节 民族地区
检察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第二节 民族地区侦查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第七章 民族地区监
狱制度和刑事赔偿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第一节 民族地区监狱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第二节
民族地区刑事赔偿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第八章 民族地区公证制度和仲裁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
保障第一节 民族地区公证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第二节 民族地区仲裁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
障第九章 民族地区调解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一、为什么要探讨民族地区调解制度二、调解制度
所体现的法律文化概况三、调解制度在民族地区适用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地区司法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

章节摘录

（1）调查情况我国民族地区法官在职务上的待遇与保障方面情况如何，也是本课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因这方面的状况如何，直接牵扯到民族地区在这方面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问题。
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宪法规定这一条的目的是保障法院能够独立审判，法官审理案件时只服从法律。
我们就民族地区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状况到某民族地区的一个县人民法院进行了社会调查。
该法院的法官给我们介绍说：该县的法官职务上的待遇方面与以前相比有很大提高，但是也存在极个
别地方领导有时会干扰司法的情况。
有时候，在审理案件时，会遇到地方上的某个领导对这个案件的处理结果打招呼。
这打招呼的意思在以前则表达的比较明确，即要法官在适用法律时照顾其打招呼的一方当事人。
但是，现在随着国家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的加强，地方上对法制建设也随之非常重视，人们对违法
现象比较敏感，于是现在打招呼时的用语就比较隐晦了，在打招呼时不像以前那样直接说“照顾、照
顾”，而是说“请按法律规定办”。
该法官说：这句话听着就让人生气，我当法官的处理案件还不知道要按法律规定办？
还要你地方上的一个领导写张纸条或者打个电话告诉我应该按照法律规定办？
但是你从他这张纸条和电话的用语来看，很难找到他的毛病——因为人家没有说不让你按法律规定办
。
但实际上这位地方上的领导的弦外之音就是让你“最好别按法律规定办”。
这位法官接着说：对于来自地方上的个别干扰，我们一般都会置之不理，但这不可避免地会对我们的
执法造成一定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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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所研究的课题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当代民族问题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课题之一。
本课题的项目名称为“民族地区司法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
在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徐中起教授的指派下，课题组成立并开始运作。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刑事司法教研室主任赵小锁副教授是本课题的主持人。
权益保障实际上就是人权保障。
人权保障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必然与民族地区司法制度建
设有关。
人权保障在民族地区司法制度中的体现情况，反映了民族地区司法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状况。
时代呼唤着我们要对民族地区司法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予以探究，顺应时代的要求，《民族地
区司法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一书应运而生。
课题主持人赵小锁提出了民族地区司法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研究课题所要研究的对象应该包括
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地区司法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充分与否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二是我国民族地区司法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好的方面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是什么？
上述研究对象涉及一个国家的制定法、法律实施者和法律所要实施的民众这三者所要求体现的价值观
念在司法制度运作过程中是否相对和谐。
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如果对这三者所要求体现的价值观念都能够恰当的体现，那么该国司法制度中的
民众的人权保障就是充分而且是可行的。
这也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司法制度中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应该达到的目标和良好运作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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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地区司法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所研究的课题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当代民族问题
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课题之一。
本课题的项目名称为“民族地区司法制度中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
在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徐中起教授的指派下，课题组成立并开始运作。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刑事司法教研室主任赵小锁副教授是本课题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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