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问题的缘起：准用性规则与法律冲突

准用性规则是指立法者在对某一行为规则作

出规定时，没有明确规定该行为规则的具体内容，

而是要求援引其他法律条文或法律规定，进而使规

则的内容得以明确的法律规则。由此可见，准用性

规则虽然是基于规则内容是否确定为标准，对法律

规则进行类型划分而存在的一个规则类型，①但从

规则的逻辑结构的角度讲，准用性规则的内容并不

是不确定，而是由于规则的构成要素分别规定在不

同的法律条文或者不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中，需

要从逻辑的而非语言文字的结构上进行分析，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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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规则的具体内容。从立法技术的角度

讲，准用性规则理论为立法者协调不同法律之

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必要的通道。而在立法

实践中，准用性规则也被立法者广泛运用，以

此协调不同法律涉及共同事项的相关规定的统

一性问题。

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准用性规则多达20个

条文，占到了全部条文的27%。从事项维度来看，

涵盖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自治机关的组成、自

治机关的自治权和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等几个方

面的规定。涉及的具体规定及援引法律的具体内

容如表1所示。

涉及事项

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合并或撤销

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实行区域自治

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

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招收工作人员

组织维护本地方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

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

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确定本地方内草场和森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管理和保护本地方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

用可以由本地方开发的自然资源

自主地安排地方基本建设项目

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开辟对外贸易口岸

制定本地方的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的补充

规定和具体办法

在执行国家税法时实行减税或者免税

设立地方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合作组织

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

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与国外进行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卫生、体

育等方面的交流

制定管理流动人口的办法

制定实行计划生育的办法

优先在民族自治地方合理安排资源开发项目和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从投资、金融、税收等方面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商

业、供销和医药企业

有关援引其他法律的具体规定

由上级国家机关“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报请批

准”

“根据宪法和法律”，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

例或者单行条例规定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根据法律规

定的原则”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应“依照国家规定”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

应“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组

织，并经国务院批准

应“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进行

应“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

应“根据法律规定”

应“依照法律规定”或“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家的

统一规划”

应“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进行

应“依照国家规定”

应“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本地方的实际情

况”

应在“除应由国家统一审批的减免税收项目以

外，对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

加以照顾和鼓励的”的范围内

应“依照法律规定”

应“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

应“依照国家规定”

应“根据法律规定”

应“根据法律规定，结合本地方的实际情况”

应“根据统一规划和市场需求”

应“根据国家的民族贸易政策和民族自治地方

的需要”

第14条

第15条第3款

第16条第2款

第23条

第24条

第25条

第26条第1款

第27条第1款

第28条

第29条

第31条第1款

第33条

第34条

第35条

第36条

第42条第2款

第43条

第44条第2款

第56条第1款

第60条

第 2 章 民

族 自 治 地

方 的 建 立

和 自 治 机

关的组成

第3章自治

机 关 的 自

治权

第 6 章 上

级 国 家 机

关的职责

表1 《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准用性规则概况

规定内容条文序号

从表1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针对民族自治

地方建立和自治机关组成的准用性规则，还是针对

自治机关自治权和上级国家机关职责的准用性规

则，对应当援引的法律规定都使用的是“根据或依

照法律规定”“依照国家规定或国家方针、政策”“根

据国家计划或统一规划”等模糊性用语，没有明确

指明应当或可以援引的法律及具体规定的内容。

因此，此类规则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可适用性，

关键取决于立法者能否妥善处理好具有关联性的

不同法律条文或不同法律文件之间的关系，从逻辑

结构上明确界定规则的具体内容。如果立法者在

准用性规则所援引的法律中，没有对相关事项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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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或者虽然作出了规定，但与界定准用性

规则的法律的基本要求存在冲突或矛盾，必然导致

准用性规则无法得以有效适用。因此，需要对与此

类规则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具体分析。

二、其他法律规定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冲
突

从当下的立法现状看，《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

准用性规则所援引的规定包括四种类型：一是法律

规定，包括第14条、第15条第3款、第16条第2款、

第26条第1款、第27条第1款、第28条、第34条、第

35条、第36条、第43条、第44条第2款；二是国家规

定，包括第23条、第31条第1款、第33条、第42条第

2款；三是国家方针、政策和制度，包括第24条、第

36条、第60条；四是国家计划或统一规划，包括第

25条、第28条、第29条、第56条第1款。由此可见，

从立法体制的角度讲，《民族区域自治法》所援引的

法律或其他规定，至少应包括三种情形：一是由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相关领域的专门法律时予

以专门规定；二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

院制定相关领域的行政法规时予以专门规定；三是

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制定专门领域的法规、规章或规

范性文件时作出的专门规定。

但是，由于《民族区域自治法》没有明确指明所

援引的法律或其他规定是什么，因此，还需要对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及有关规范性文件等

进行清理，才能准确把握《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准

用性规则所援引的法律或其他规定的具体情况。

为进一步说明有关援引法律或其他规定的具体内

容，笔者将以援引规定的类型为基础以表格形式进

行具体分析（表2～5）。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民族

区域自治法》对援引规定没有明确规定，所以此类

分析主要以法律规则关涉事项作为判断标准而展

开。

从以上对民族区域自治法与其他法律或规范

性文件的比较分析来看，从规则明晰性的角度讲，

可以将《民族区域自治法》所援引的其他法律或国

家规定划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援引的规定在相关领域的法律或其他规

范性文件中有明确规定，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其

中，援引“法律规定”的包括第14条、第15条第3款、

第16条第2款、第26条第1款、第27条第1款、第28

条、第44条第2款；援引“国家规定”的包括第23条、

第33条、第42条第2款；援引“国家方针、政策和制

度”第24条、第36条；援引“国家计划或统一规划”

的包括第25条、第28条、第29条、第56条第1款。

第二，援引的规定在相关领域中的法律或其他

规范性文件中有明确规定，也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但与《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原则规定存在冲突。

主要包括第28条、第34条、第35条援引的法律规

定。这三个条文分别规定的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

治机关所享有的资源优先开发权、税收减免权和金

融管理权等自治权。根据《宪法》第115条、《民族区

域自治法》第4条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

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

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

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在这个意义上讲，将自治

机关的自治权与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予以区

分，就是要“使自治机关有大于一般地方的自主

权。”②但28条、第34条、第35条援引的法律规定都

与这一要求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致使自治机关享

有的自治权由于缺乏相关法律的支持和保障，在实

践中无法得到有效的行使③。

其一，在资源优先开发权方面，《森林法》明确

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法定的界限和

范围内，拥有自主决定对当地的林业资源进行优先

开发的权力，同时要求上级国家机关在确定木材资

源分配和林业基金使用时，应当给民族自治地方一

定的优待和保护，以确保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享有更多的自主权。但是，除

《森林法》外，《水利法》《电力法》《土地管理法》《矿

产资源法》等法律并没有严格遵循《民族区域自治

法》的要求，在规定中央与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资

源管理与开发权力时，只赋予了自治区、自治州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与同级地方国家机关相同的权

力。正是由于这些法律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对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否享有优先合理开发

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力的规定上存在冲突和矛盾，从

而导致了法律实施的困难，严重制约了民族自治地

方所享有的优先开发自然资源的权力的有效行使。

其二，在税收减免权方面，我国现行税收法律

体系的规定比较复杂。其中，《税收征收管理法》虽

然主要解决的是税收征管的程序问题，但仍然明确

规定了有关国家机关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执行

“税收减免”的基本原则。据此可以认为，在民族自

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否享有税收减免权的问题上，

《税收征收管理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是

一致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可以基于《民族

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行使相应的税收减免自治

权。但在税收实体法方面，除《企业所得税法》《固

田钒平：民族区域自治法与其他法律规定的冲突问题研究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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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民族区域自治法》援引的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

民族区域自治法 援引法律规定

第14条

第15条第3款

第16条第2款

第26条第1款

第27条第1款

第28条

第34条

民族自治地方建立、合并和撤销，

由上级国家机关按照法律规定的

程序报请批准

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由民族

自治地方根据宪法和法律，通过

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规定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

会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决定民

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实

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

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

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自主调整

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

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自主确定

本地方内草场和森林的所有权和

使用权

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自主管理

和保护本地方的自然资源，优先

合理开发利用可以由本地方开发

的自然资源

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时，除

应由国家统一审批的减免税收项

宪法

宪法

民族区域自治

法

地方人大和地

方政府组织法

全国人大和地

方各级人大代

表选举法

宪法

草原法

森林法

森林法

土地管理法

矿产资源法

电力法

水利法

税收征收管理

法

企业所得税法

个人所得税法

资源税暂行条

例

第62条第（十二）项

第89条第(十五)

项

第113、114条

第3、115～121条

第16～18条

第3、19～45条

第4～68条

第18～20条

第6～18条

第9、10、11、16条

第3条

第9条

第21、26条

第44条

第45条

第16条第1～5款

第6、10、12条

第17条

第3条

第27～29条

第4条

第5条

第12条

第7条

全国人大批准自治区建置

国务院批准自治区的区域划分，批准自治

州、自治县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自治机关的组成

自治机关的职权

自治机关的组成

自治机关的职权

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成、职权及工作原

则和程序等

确定少数民族选举代表名额的规定

所有制结构、经济组织形式、社会市场经济

建设的基本原则等方面的规定

草场所有权、使用权及其争议处理的规定

森林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及其管理权限的

规定

依照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规定，

在森林开发、木材分配和林业基金使用方

面，给予比一般地区更多的自主权和经济

利益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分级审批、修改权限

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权限

征收基本农田和其他土地的审批权限

矿产资源开发管理权限

电力发展规划和国家电力产业政策制定权

江河、湖泊的流域规划权限

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

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

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

定执行。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本民族自治地

方的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

分享的部分，可以决定减征或者免征

免征项目

减征项目

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开征、减征、停征个人

所得税及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除“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过程中，

因意外事故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

损失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酌

情决定减税或者免税”外，免征与减征项目

由国务院决定

具体规定条文

序号 关涉事项 法律名称
条文序号 规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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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征项目

根据实际需要，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

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并报国务院批准后，

可以对特别税额项目免征或者减征耕地

占用税

免征项目

除法定项目外，纳税人缴纳土地使用税确

有困难需要定期减免的，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税务机关审核后，报国家税务局批准

除国务院另有规定者外不得减免

少数民族地区投资方向调节税的优惠办

法另行规定；按照国家规定不纳入计划管

理、投资额不满5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投

资方向调节税的征收和减免，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

免征项目

减征或者免征项目

设立商业银行，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审查批准

关于教育分级管理体制

关于教育基本制度

关于政府的职责和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等

举办高等教育的原则、方针和任务等

高等教育基本制度

关于政府责任的规定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管理体制

人口发展规划的制定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关于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

第8条

第9条

第6条

第7条

第7条

第15条

第8条

第6条

第11条

第14条

第17～25条

第5～7条

第15～23条

第4～6条

第15～23条

第5～7条

第5～6条

第9～10条

第30～32条

第3～6条

耕地占用税暂

行条例

城镇土地使用

税暂行条例

固定资产投资

方向调节税暂

行条例

土地增值税暂

行条例

契税暂行条例

商业银行法

教育法

义务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

居住证暂行条

例

人口与计划生

育法

流动人口计划

生育工作条例

目以外，对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

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

励的，可以实行减税或免税

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设立地方

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合作组织

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本地方

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

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

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制定管理

流动人口的办法

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制定实行

计划生育的办法

第35条

第36条

第43条

第44条第2

款

续表2

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确认了民族自治

地方的自治机关所享有的税收减免权之外，④其他

有关税收实体法的规定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存在

较大的冲突和矛盾。一是个人所得税法、耕地占用

税暂行条例、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土地增值

税暂行条例、契税暂行条例等法律或行政法规虽然

规定了税收减免权，但主要是由中央政府决定的法

定减免，有关地方政府只享有执行权。二是资源税

暂行条例、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城镇土地使用税

暂行条例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法

律或行政法规虽然规定了酌定减免权，但其权力的

归属主体是国务院或国家税务总局；三是在个人所

得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和资源税等法律法

规中，虽然也规定省级政府享有一定的酌定减免

权，但不仅没有赋予自治区的自治机关优于同级国

家机关的更大的权力，也没有对自治州和自治县是

否可以行使税收减免权作出明确的规定。由此必

然导致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难以有效行使其

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所享有的税收减免权。

其三，在金融管理权方面，为有效解决民族自

治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资金需求问题，《民族区

域自治法》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可

田钒平：民族区域自治法与其他法律规定的冲突问题研究

民族区域自治法 援引法律规定
具体规定条文

序号 关涉事项 法律名称
条文序号 规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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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民族区域自治法》援引“国家规定”的具体内容

少数民族人员的就业，法律、法规有特别规

定的，从其规定

有关公平就业的规定

有关招聘原则和程序的规定

国家扶持和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和经济不发

达地区发展对外贸易

国家对边境地区与接壤国家边境地区之间

的贸易以及边民互市贸易，采取灵活措施，

给予优惠和便利

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的划分

民族自治地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对

基层财政的扶持和指导

民族自治地方的预算管理，依照民族区域

自治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

没有规定的，依照本法和国务院的有关规

定执行

有关法律的相关规定

具体规定

第14条

第26～31条

第8～10条

第59条

第68条

第3条第1项

第99条

劳动法

就业促进法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对外贸易法

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

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财政部关于推进省直接

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

预算法

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科

学技术普及法、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体育法

法律名称

援引法律规定

条文序号 规定内容

民族自治地方企事业单位

应依照国家规定优先招收

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开

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开辟

对外贸易口岸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的

原则制定本地方的各项开

支标准、定员、定额的补充

规定和具体办法

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与

国外进行教育、科学技术、

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交

流

关涉事项

第23条

第31条

第1款

第33条

第42条

第2款

条文序号

民族区域自治法

表4 《民族区域自治法》援引的国家方针、政策和制度的具体内容

援引法律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法

条文序号及内容

第12、22条，有关国务院的职

权、国防力量构成的规定

有关法律的相关规定

相关具体规定

相关具体规定

相关具体规定

相关具体规定

相关具体规定

法律名称

国防法

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

育法

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

产贷款贴息管理办法

关于继续执行边销茶增值税

政策的通知

关于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

品生产贷款利率有关事宜的

通知

民族特需商品生产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

民族企业贸易网点建设和民

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技

术改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关涉事项

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组织维护本地方

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决定本地方的教

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

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上级国家机关根据国家的民族贸易政策，从投

资、金融、税收等方面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商业、供

销和医药企业

条文序号

第24条

第36条

第60条

以根据本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依照法律规

定设立地方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合作组织。”⑤但

是，《商业银行法》第11条又明确规定，“设立商业银

行，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

准。”⑥而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来看，民族自

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决定是否设立地方商业银行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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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乡信用合作组织时，只需要遵循两个方面的要

求：一是行使此权力的合理性要求，即根据本民族

自治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否有设立的必

要。二是行使此权力的合法性要求，即设立的商业

银行和城乡信用合作组织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条

件，⑦否则自治机关就不能作出批准的决定。也就

是说，《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自治机关“应当依照

法律规定设立地方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合作组织”

中的“法律规定”，是指“地方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

合作组织”应当符合的法定条件，自治机关不能违

背这些法定条件，作出设立地方商业银行和城乡信

用合作组织的决定。但需要注意的是，从自治权的

角度讲，由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5条的本意就是

要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享有根据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自主决定设立地方金融机

构的权力，因此，该条所规定的自治机关“应当依照

法律规定设立地方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合作组织”

中“法律规定”，不是指有关金融管理权配置的具体

规定，否则，就没有必要在自治机关的自治权部分

对此进行规定。也正因为此，才能得出《商业银行

法》第11条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等35条的规定存

在冲突的结论。而且，从当下的实践来看，正是由

于《商业银行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在有关设立

地方金融机构的批准权限的配置上存在冲突，从根

本上制约了自治机关所享有的自主决定设立地方

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合作组织的自治权的有效行

使。

第三，援引的规定在相关领域中的法律或其他

规范性文件中虽然有规定，但规定不明确，缺乏可

操作性，使得自治机关和上级国家机关的权力行使

和职责履行缺乏有效的规则约束。主要包括第31

条第1款、第43条、第60条所援引的法律或其他国

家规定。

其一，在对外贸易方面，《民族区域自治法》第

31条第1款规定了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开展对

外贸易的自主权。《对外贸易法》虽然在第59条也对

国家应当采取优惠措施扶持和促进民族自治地方

的对外贸易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在第68条还明确

规定国务院应当就边境地区与接壤国家边境地区

间的贸易和边民互市贸易问题作出专门规定，但并

没有提供明确而有效的行为准则，以从根本上解决

自治机关开展对外贸易应当依据的“国家规定”是

什么的问题。

其二，在流动人口管理方面，自1984年以来，

《民族区域自治法》就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

治机关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制定管理流动人口的办

法。但在当时国家并没有针对流动人口管理问题

制定专门的法律规定，当下所制定的与流动人口管

理有关的法律规定也只有《居住证暂行条例》（国务

院，2015年），而且涉及的主要是对离开常住户口所

在地，到其他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公民，可以依照

本条例的规定申领居住证的规定。因此，在现有的

法律规定中，并没有为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制定

流动人口管理办法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在不同

时期的实践中，则主要是根据有关部门制定的与流动

人口管理有关的规范性文件来开展相关工作。⑧

其三，在民族贸易方面，《民族区域自治法》第

60条规定上级国家机关根据国家的民族贸易政策，

从投资、金融、税收等方面，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商

业、供销和医药企业。在实践中，国务院各有关部

门通过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⑨解决了扶持民族自

治地方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的投资、金融、税收的

具体政策问题。但从规范上级国家机关行为的角

度讲，迄今为止，中央政府并没有制定系统规定国

家民族贸易政策的规范性文件。

三、消除相关法律规则冲突的建议

从以上分析来看，由于《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

表5 《民族区域自治法》援引“国家计划或统一规划”的具体内容

援引法律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法

条文序号

第25条

第28条

第29条

第56条第1款

关涉事项

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

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统一规划优先合理开发利用可以由本

地方开发的自然资源

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安排地方基本建设项

目

上级国家机关根据统一规划优先在民族自治地方合理安排

资源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法律名称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其他专项规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其他专项规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其他专项规划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其他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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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用性规则在说明可以援引的法律或其他规定时，

并没有明确指出应当援引的法律或其他规定的具

体内容，不仅增加了法律规则适用的难度，而且严

重影响着相关法律间的统一性，由此也造成了一些

法律规定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相冲突的问题。因

此，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既存缺陷或漏洞予以修改

完善，消除其他法律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冲突，

同时防止同类问题在今后的立法中再次发生。

第一，应当对《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准用性规

则予以修改完善，明确指出所援引的法律或其他规

定的具体名称或内容。如果《民族区域自治法》明

确规定了所援引的法律或其他规定是什么，不仅可

以增强法律规则的明晰性和可适用性，而且可以为

立法者提供一个比较明确的指引，促使相关立法主

体在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解释或制定法律实施细

则时，充分考虑《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基本原则和要

求，使其修改、解释或制定的法律规定与《民族区域

自治法》的规定保持一致，以有效防止其他法律与

《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冲突。同时，可以促使立法者

在对《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修订时，充分关注所援

引法律或其他规定是否需要依据《民族区域自治

法》的原则和要求予以修改完善，以更好地维护法

律之间的统一性。此外，还可以防止所援引的法律

或其他规定不存在等严重影响立法质量的问题再

次发生。

第二，应当对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存在冲突的

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修改完善。从当下的实践来看，

相关领域的专门法律或行政法规在确定相关国家

机关的权力时，没有遵守《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

法》关于自治机关自治权的规定，将民族自治地方

自治机关等同于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甚至否定自治

机关所享有的自治权，是导致自治机关所享有的一

些自治权无法有效行使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使自

治机关真正拥有优于同级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自

治权，必须对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存在冲突的相关

法律进行全面清理和修改。当前需要及时修改的

法律主要有：一是《水利法》《电力法》《土地管理法》

《矿产资源法》等资源法。这些法律只赋予自治机

关与同级的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相同的资源管理与

开发权，与自治机关所享有的优先开发自然资源的

自治权存在冲突，需要对有关的具体规定进行修改

完善。二是《商业银行法》等金融法。该法规定设

立商业银行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

查批准，与自治机关享有的金融管理自治权存在冲

突，需要修改完善。三是《个人所得税法》《资源税

暂行条例》《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城镇土地使用

税暂行条例》《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契税暂行条

例》等税收实体法。这些法律对税收减免权的规

定，与自治机关所享有的税收减免自治权存在冲

突，需要修改完善。

注释：

① 基于规则内容确定与否，通常将法律规则分为确定性规则、委任性规则、准用性规则三种类型。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

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② 阿沛·阿旺晋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草案）的说明》（1984年5月22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秘书组、国家民委政法司编：《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通典》，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社2002年版，第80页。

③ 参见田钒平：《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宪政保障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236页；田钒平：《民族自治地

方政府有效行使自治权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建构》，孙青友、王允武主编：《民族法学评论》（第九卷），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

第134～142页。

④ 《企业所得税法》在规定法定的免征和减征项目的基础上，专门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本地方的企业应缴纳的

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可以决定减征或者免征的权力；《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早在1991年就

规定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投资方向调节税制定专门的优惠办法，不过至今没有出台。

⑤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5条。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11条。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12条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符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规定的章程；（二）有符合本法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三）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四）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五）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设立

商业银行，还应当符合其他审慎性条件。”第13条规定：“设立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十亿元人民币。设

立城市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一亿元人民币，设立农村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五千万元人民币。注册

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审慎监管的要求可以调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但不得少于前款规

定的限额。”
（下转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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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较淡薄，学习、阅读诗学理论著作不是为了某

种宗教目的，而是为了单纯的创作需要或者仅仅是

一种个人喜好，可以说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目的。彝

语诗学接受者中的毕摩和学徒学习诗学理论的目

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掌握一门技艺，以便在各种宗

教礼仪场合或集会中展现自己的知识、音乐以及宗

教方面的才华，赢得人们的尊敬，当然这也能给他

们带来一定的物质利益。彝语诗学接受者中的普

通民众，他们对彝语诗学理论的接受以及在平时生

活中的创作倒是具有非功利性的特点，因为他们大

部分完全是为了一种情感的抒发，也根本没想到这

是否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益。第二，汉语文

学主要以诗、词、散文为主，它们主要以雅言也就是

文言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汉语文学是一种精英文

化，创作诗、词、散文的主要是一些士大夫文人等具

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因此奠基于此基础上

的汉语诗学也是一种精英文化，普通民众一般不会

去创作文学作品，更加不会阅读诗学理论作品。他

们也不会像彝族毕摩那样通过一些集会来向普通

民众诵读其作品，因此与彝语诗学不同，汉语诗学

的接受者中的普通民众几乎可以忽略。第三，在彝

族文学发展中，基本上没有文学流派的产生，而在

中国文学史上，文学流派层出不穷。在某个文学流

派中，其人员一般具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和诗学

理念。在彝语诗学理论的传播和继承上，主要依靠

师徒性质的教育方式，具有一定的个性色彩，但是

整个彝语诗学理论的传续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深刻

的变化，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汉语诗学理论的传播

和承续个性色彩更为突出，即使是学生，其与老师

的诗学理念也不完全一致甚至有可能完全相反。

所以在汉语诗学理论史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诗学

流派，各种文学思想也是异彩缤纷。第四，由于彝

族在社会、经济等发展的整体水平上相对中原地区

存在较大的差距，导致教育文化相对落后。在彝族

地区，教育和文化的传播一般是靠口耳相传的方

式，彝文经籍一般也没有大规模的印刷出版，大都

以手抄的方式流播。但在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原地

区，文化教育普及程度较高，书籍印刷出版业比较

发达。因此，在诗学理论及著作的传播和接受上，

汉语诗学比彝语诗学更为迅速和广泛。第五，在接

受环境和背景以及接受方式上，对汉语诗学接受的

士大夫文人大都有着以儒家文化为主兼容道家、佛

教思想的文化背景，一般以个体接受为主，几乎没

有集体接受。而对彝语诗学的接受既有个体接受，

也有集体接受，这些接受者的接受活动大都处于比

较浓厚的原始宗教氛围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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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这些规定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

人口的通知》（国务院，1981年）；《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国务院，1981年）；《关于城镇

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公安部，1985年）；《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国务院办公厅，1989年）；《农村劳动

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劳动部，1994年）还颁布了《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委员会，1994年）；《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发，2000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

服务和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央综合治理委员会，2007年）；《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务院

办公厅，2003年）；《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2006年）；《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

见》（国务院办公厅，2006年）；《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2003

年）；《关于废止〈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及有关配套文件的通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等等。

⑨ 《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贷款贴息管理办法》（财政部、国家民委、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民族企业贸易网点建

设和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政部、国家民委，2014年），《民族特需商品生产补助资

金管理办法》（财政部，2012年），《关于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贷款利率有关事宜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2012

年），《关于继续执行边销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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