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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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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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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文香
　　内蒙古人，中共党员。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教学、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民族法学。
主讲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法律诊所等课程，并进行相关领域的法学研究工作，发表相关论
文二十余篇。
1989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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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少数民族发展状况　第二节　中国少数民族生存权与发展权历史考察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二、实践意义第三章　中国少数民族生存权与发展权立法保障现状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保障中
国少数民族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　　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根本原
则　　二、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主的基本制度　第二节　保障中国少数民族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相
关立法　　一、中央立法　　二、地方立法　第三节　与少数民族生存权与发展权相关的国际文件　
　一、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　　二、其他国际文件第四章　中国少数民族生存权与发展权实施研究　
第一节　中国少数民族生存权与发展权实施的成效　　一、经济方面　　二、政治方面　　三、文化
方面　　四、社会保障方面　　五、教育事业方面　第二节　中国少数民族生存权与发展权现状的实
证研究　　一、山区少数民族生存权与发展权实现的个案分析　　二、少数民族保持传统生活方式权
利的个案分析　　三、作为个人权利的少数民族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现状——以青海省冬虫夏草采集为
例　第三节　中国少数民族生存权与发展权实现的障碍　　一、少数民族生存权与发展权理论研究不
足　　二、少数民族生存权与发展权保护制度不够完善　第四节　中国少数民族生存权与发展权保护
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经济因素　　二、政策和法制因素　　三、文化传统因素　　四、参与不足
因素第五章　中国少数民族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法律保障研究　第一节　域外原住民生存权与发展权法
律保障对中国的启示　　一、国际层面对原住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保障　　二、外国对原住民生存权
与发展权保障的实践　　三、域外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第二节　中国少数民族生存权与发展权法律保
障的外在因素　　一、夯实少数民族生存权与发展权实现的基础　　二、提高关于少数民族生存权与
发展权理论研究水平　　三、设立专门的国家人权机构　第三节　加强少数民族生存权与发展权保护
的制度建设　　一、加强立法的先导作用　　二、推动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实现　　三、重视生存与发
展方式选择权中的文化因素　　四、促进少数民族就业　第四节　加强少数民族生存权与发展权保障
的实施机制　　一、重视少数民族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　　二、促进少数民族对社会生活的有效参与
　　三、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习惯权利　　四、引入软法治理模式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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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采集证的制度设计近几年，为了配合国家保护三江源的政策，挽救虫草这一珍稀物种，青海省
政府和玉树州政府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限制虫草的采挖并加强管理。
2003年，玉树、果洛两州所属的约15万平方公里区域被确立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两州政府和所属
各县政府早在三年前就开始实施限挖和禁挖虫草的各种政府措施。
早在2004年，青海省就颁布了《青海省冬虫夏草采集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采集虫草必须持有采集
证。
第8条规定，虫草采集地县级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虫草资源保护规划、历年虫草采集情
况，在当年虫草资源普查的基础上制定年度虫草采集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执行，同时报省、州
农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虫草采集年度计划应当科学、合理确定虫草采集区域、采集面积、采集人员数量、采集期限以及禁采
区域。
第10条规定，采集虫草必须取得采集证。
采集证应当载明持证人、虫草采集区域和地点、有效期限和资源保护措施等内容。
采集证不得伪造、倒卖、转让。
第11条规定，采集证应当根据虫草采集年度计划确定发放数量，由采集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
部门和机构，遵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申请人所提申请受理的先后顺序，经审查后发放，不
得收取工本费。
采集证由虫草采集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按照省农牧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格式印制，所需经费列入本级人
民政府预算。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和发放虫草采集证。
为贯彻落实《青海省冬虫夏草采集管理暂行办法》，黄南州结合实际制定了2005年度黄南州制定贯彻
落实《青海省虫草采集管理暂行办法》实施意见，其中不仅规定了采集证制度的具体落实措施，还制
定了当年虫草的采集计划，包括数量、时间、人数、区位等详细的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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