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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分析》评述 
唐鸣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创造性地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政治治理模式和制度安排，经过6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成为国家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的宏观背景下，致力民族区域自治的理

论探索与实践，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关系到国家统一、政治民主、社会和谐。近年来，理论界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

研究已产生许多重要成果，但现有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正式“规则”的诠释和描述上。总体而言，面对中国民

族区域自治这一伟大创举的实践及解释，理论研究还显滞后。因此，鉴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性及其政治地位，目前有关民族

区域自治的理论研究应在克服问题本身既有研究难度的基础上有所提升。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与社会科学实证研究和整体研

究取向相伴随，民族区域自治研究需要通过多学科知识的融合、研究视阈的拓展以及多样化研究方法的运用，推进学理的创

新。基于此，戴小明教授以宪政分析为视角来研究我国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并形成专著《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分析》（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分析》一书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宪政发展、制度建设、社会变

迁、地方治理等关键词，重点考察了国际、国内社会整体变迁背景下，民族区域自治功能演进与宪法变迁、宪政发展的相互关

系，型塑出这一动态的、过程的经验分析。即“以发展的视角来探讨其价值的实现过程，并力求从其变迁中求证一定的规

律”。作者首先从历史演进和宪法文本出发，将民族区域自治与我国宪政制度结合起来，力求对其有一个客观完整的把握，同

时也直指文章的选题及研究视角。在此基础上，科学、规范地解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内涵。它是“‘民族’和‘区域’……的

统一体。既不同于超越居住区域的……‘文化自治’，也有别于以民族为主体的……‘地方自治’”。这是进一步研究探讨我

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进而对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现代宪政理论和公共治理理论等在内的民族区域自治基础理论进行

梳理，同时也从民主、分权、法治和人权原则等四个方面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基础作出了理论上的深度分析。在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的宪政实践考查中，围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演进与宪政发展两者的互动关系，紧密联系中国宪政建设实际和法制进程，

清晰勾勒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未来发展目标。最后，作者通过典型个案的研究，探讨剖析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过程的现实困

境。 

该书的创新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理论创新及其研究视角的新颖，这是该书颇具特色和独到之处。以往民族区域自治

研究多以民族学、政治学的问题提出，鲜有其他视角，特别是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理论研究的创新。而该书作者恰恰对此做出了

很好的尝试，研究视角独特、新颖。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研究就是从宪政层面把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民族区域自治层面解

读中国宪政结构和运作机制。这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研究，同时又拓展了政治学、宪法学的研究

领域，也将推动法政治学学科的创建。二是紧密联系中国宪政与法治建设实际，力促民族区域自治的具体制度建设。民族区域

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学界长期拘囿于基本政治制度的整体性描述，在实践中也还未形成一套

严密的规则和程序。该书致力于将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推进到具体制度的层面，这为我们努力探寻民族区域自治可操纵性的理

论框架和具体制度提供了最大可能，符合中国宪政与法治建设的现实要求和具体国情。 

科学、综合地运用各种研究方法，也是该书对于民族区域自治研究和法学本身的一种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区域自治研究

领域偏于传统的规范研究与制度描述，从政治学角度讲“应然”者多，而从法理学角度谈“应然”者少；静态分析者多，而动

态过程分析者少。这也必然导致规范化的法理分析不足，理论抽象与概括不够，理论解释力大打折扣。然而，该书作者做出的

努力却是显而易见的，综观全书既有对国家整体政治制度的把握，又有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实证分析，体现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科学研究态度。书中通过社会调查、数量分析、归纳推理等方式，综合运用了历史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个案研究等科

学研究方法，注重“实然”描述和动态的、过程分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穿梭于理论演绎与丰富案例、资料之间，形成

了理论抽象和案例的交织。 

通读全书，作者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理论阐释、经验分析，而是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积极探索民族区域自治

的可操作性理论框架，较好地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发展与现实政治发展的理论抽象的结合，使研究兼具学理和实际运用两

方面的价值。虽然我们可能不同意作者的某些结论及其对事实的解释，书中探讨的观点和结论也是可以商榷的，但作者选题视

角及其科学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则是不能漠视的。  

党的十七大描绘了我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宏伟蓝图，成为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区域自治研究与时俱进的历

史新起点。在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宪政情境中，探索民族区域自治研究理论的新架构，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运行过程和实施

效果，对于推动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创新以及宪法学、民族政治学等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意义。为此，延续该书研

究路径，我们还可以从整体视域中进一步审视民族区域自治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及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深入探讨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宪政体制下的结构功能、运行机制和社会效果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诸如：不仅要从宏观层面研究民族

区域自治与社会和谐的制度保障和法治基础问题，而且要从微观层面研究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行使的现实状况、制约因素及法

律保障机制；不仅要从宪政的基本要素（民主、分权、法治、人权）层面来阐释、挖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内涵，更要围

绕上述要素来检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现实运行状况以及实施效果。从而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最

终实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现代宪政在理论建构方面和政治发展实践中的完美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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