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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ꎬ“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了

民族问题解决必须走法治化道路ꎬ而宪法规范层面的回应则是法治化的核心ꎮ“多民族国家”
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规范回应必须以相应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原则为基础ꎬ并结合宪法规

范的结构对相关的宪法原则进行具体化ꎬ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实践的民族问题

解决的宪法规范体系ꎮ
关键词:“民族”ꎻ宪法主体ꎻ宪法原则ꎻ宪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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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规范是调整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社会关系的各种规范的总和ꎬ①具有最高性、根本性、广泛性、
原则性、适应性和稳定性[１]ꎮ在整个法秩序中ꎬ宪法规范具有最高法律效力ꎬ是其他法律规范的效力依

据和基础ꎮ因此ꎬ一国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规范为基础的有着高低效力等级的规范体系ꎮ我国“多民族

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宪法回应机制由宪法观、宪法理念、宪法原则、宪法规范和宪法实施等构成ꎬ而
宪法规范回应则是整个宪法回应机制体系的关键环节ꎬ它是“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宪法原则到

宪法实施的中间环节ꎮ如果缺少宪法规范这个回应机制ꎬ“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宪法原则就只

停留在理念层面而不能向实践层面转化ꎬ“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实施回应机制就会失去

可实施的规范依据ꎮ宪法规范是如何回应“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机制的?本文试图从“民族”宪法主

体地位ꎬ宪法规范回应机制与其他机制的关系ꎬ以及宪法规范结构等维度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ꎮ

一、 “民族”的宪法主体地位

“主体”是以人为中心的现代性世界哲学观念ꎮ作为哲学概念ꎬ“主体”是与“客体”相对的范畴ꎬ
“主体”意味着对“客体”有所“领会”和“作为”ꎬ从而使“客体”出现某种趋向于“主体”属性的特征ꎮ从
实践论来件ꎬ“主体”是具有对象化功能的人ꎬ②而客体则是“主体”参与生成的世界ꎮ“主体”通过实践

活动把自己的理想、目的、意识、知识、能力等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现实对象ꎬ从而使得对象世界成

为体现“主体”规定性的属人存在ꎮ因此ꎬ“主体”是一个关系的范畴ꎬ它是和“客体”相对的概念ꎬ无“主
体”也就无所谓“客体”ꎬ无“客体”也就无所谓“主体”ꎮ

宪法主体也是一种关系范畴ꎬ它是在宪法关系中产生的ꎮ“宪法关系ꎬ指按照一定宪法规范ꎬ在宪

法主体间产生的ꎬ以宪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政治关系ꎬ是立宪社会最为基本的政治秩

序在法律上ꎬ尤其是在宪法上的表现ꎮ” [２]１２１宪法关系由主体、客体和内容构成ꎬ“宪法关系主体是依据

宪法规范直接参与宪政活动的政治实践主体ꎬ是宪法权利和宪法义务的直接承载者和直接行使者ꎻ客
体指宪法主体权力和权利指向对象的宪法行为ꎻ内容指依宪法而形成的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和权

力关系ꎮ” [２]１２２－１３０宪法关系作为最基本的法律关系ꎬ它以宪法规范为调整对象ꎬ它是特定社会民主政治

关系的法律模式ꎮ宪法关系既是宪法主体之间静态的宪法关系ꎬ也是宪法主体之间动态的权利义务关

系ꎬ它实质上是宪法对不同主体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形式ꎬ并通过这种分配实现宪法主体的法律地位ꎮ
因此ꎬ宪法关系不仅是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事实关系ꎬ而且也是宪法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ꎮ从这里

可以看出ꎬ宪法关系主体产生于宪法关系中ꎬ是根据宪法规范参与政治活动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承

载者ꎮ因此ꎬ宪法主体是宪法关系的必备要素ꎬ离开了宪法主体ꎬ宪法关系就失去重要的权利和义务承

载者和行使者而无法形成既定宪法关系ꎮ宪法最基本的主体是国家和公民ꎬ这是由公民和国家之间的

基本宪法关系决定的ꎬ而其他的国家机关、“民族”、政党和利益集团等主体都是从公民与国家关系中

衍生出来的ꎬ它们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都来自公民和国家权利义务关系ꎮ
“民族”的宪法主体地位来自于宪法对“民族”地位的确认ꎮ从理论上讲ꎬ“民族”出现在宪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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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中宪法规范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ꎬ这与不同的法律规范观有关ꎮ例如ꎬ哈特(Ｈ. Ｌ. Ａ. Ｈａｒｔ)认为法律规

范只有规则而已ꎬ比如承认规则ꎮ而德沃金(Ｒｏｎａｌｄ Ｍ. Ｄｗｏｒｋｉｎ)认为法律规范由原则、规则和政策组成ꎮ不同法律规范

观决定宪法规范的内涵ꎬ广义的宪法规范包括宪法原则、宪法规则和宪法政策ꎮ李龙教授则认为宪法规范除了原则、规
则和国策之外ꎬ还包括概念、技术性和程序性规定ꎮ(李龙:«论宪法规范»ꎬ载«法学评论»１９９４年第６期)而狭义宪法规

范仅指宪法规则ꎮ
“主体”是具体和历史的ꎬ任何意义上“主体”只能定格在人身上ꎬ但这个人必须从广义范围去理解ꎬ它包括人的

各种社会集合形式:人类、集体、法人、国家、团体和个人等ꎬ而不能笼统地说“主体”就是人ꎬ而应该具体地说是什么层

次的人ꎮ



中ꎬ实质上是对拥有共同血缘和领土、共同语言、共同心理感情、共同道德习俗等一定数量的公民主体

资格“拟制化”规范反映ꎬ本质上是“民族”作为法律主体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关系ꎮ“民族”的宪法地位

是民族问题解决从“政策主导型”向“法治主导型”转变的先决条件ꎬ它决定了围绕“民族”进行宪法原

则、宪法规范和宪法实施回应机制设计的可行性和必要性ꎮ“民族”主体展现了“民族”在宪法中的“根
本性和全局性事项”宪法关系地位[３]１０ꎮ从宪法学来讲ꎬ“民族”作为宪法主体涉及与领土、主权、民族

自决权和国家结构等方面的宪法关系内容ꎮ
“民族”与领土问题ꎮ从政治地理学角度来讲ꎬ“民族”是生活在一定物理空间中的公民集合体ꎬ它

是把国家概念和“民族”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ꎬ此基础上的“民族主义意在使民族边界与其

治理单元边界相一致的集体行动ꎬ” [４] 这个行动“能采取的战略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领土战略ꎬ” [５] 领

土是理解“民族”现象的关键因素ꎮ“民族”与主权问题ꎮ“民族”是一种历史性文化的客观存在ꎬ这种存

在决定了群体生活中成员身份ꎬ这种身份认同最终会通过“人民主权”的形式表现出来ꎮ“人民主权”
的观念来自于“民族”“观念秩序”的外化ꎬ“它的发展可以回溯到某个人类统治共同体的语境中ꎬ这种

观念秩序又通过民族主义及其民主属性ꎬ例如主权统一体等被全方面地塑造出来”ꎬ“民族”的“观念

秩序”能创造、推进和整合一个大型的稳固的国家ꎬ特别是为现代国家政治统治提供正当性[６]１０ꎮ“民
族”与自决权问题ꎮ１９４７年«世界人权宣言»规定:“每个人都有直接ꎬ或通过自由选择代表参与自己国

家管理的权利”ꎬ这种权利为民族自决权提供了直接依据ꎮ“民族”是拥有一套文化与民族意识规定性的

政治共同体ꎬ构成性的民族成员可以依照他们特定生活方式安排自己群体生活的权利[７]６３ꎬ这种权利就

是“民族自决权”ꎮ“民族自决权”的正当性来自六个方面:“(１)在一个民族中所享有的成员身份是个人身

份的形成因素ꎻ(２)‘民族自决权’应当被看作是一种个体权利ꎬ个体在维护民族身份方面的重要利益ꎬ赋
予他们一系列权利目的在于保护这些利益的权利是正当的ꎻ(３)为了民族身份ꎬ个体必须被赋予表

达———包括私下地与公开地其身份的机会ꎻ(４)共享公共安全的存在是保证民族作为有生命力的积极的

共同体得以维护的必要条件ꎻ(５)民族自决与拥有公共领域的渴望是紧密联系的ꎬ这个公共领域不只是

作为一个为保护人的个体利益目的而建构的合作领域ꎬ而且也是作为个人公共身份得以表达的空间而建

构的ꎻ(６)只有在民族群体被其成员以及非成员同时承认为自主的人类行为创造力之源的时候ꎬ只有当

这样的承认有政治安排的伴随ꎬ而这种政治安排能够保证民族成员尽可能不参照外在因素发展他们自己

的民族生活的时候ꎬ‘民族自决权’才能充分实现ꎮ” [７]６７－６８从这里看出ꎬ“民族自决权”是一项集体性政治

权利ꎬ是“民族”一项国际人权法上的权利ꎬ体现了“民族”通过法律实现“自治”的愿望[８]ꎬ或者说“民族”
以社会群体方式保存其存在的权利[９]ꎮ在现代国家ꎬ如果一个民族通过逐渐发展ꎬ并通过行使“民族自决

权”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涉及到重大的宪制变化ꎮ例如ꎬ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７日ꎬ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通过全民

公决形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ꎬ这个国家约６０％ 人口是俄罗斯族裔的ꎮ“民族”与国家结构问题ꎮ“民族”国
家的产生必然会涉及到不同民族构成之间的政治地位ꎬ这种政治地位一般会通过宪法权利和义务形式得

到体现ꎮ对于“民族”国家来讲ꎬ它的民族构成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结构形式ꎬ而不同国家结构形

式又反过来影响到这些民族构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ꎮ例如ꎬ单一制中国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ꎬ以及

西方国家联邦制或邦联制下的“民族自治制度”产生的自治共和国ꎮ因此ꎬ“民族”是一个“构成性”的政治

社群ꎬ社群成员身份基础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与国家结构紧密相关ꎮ
除此之外ꎬ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在宪法中规定了“民族”主体地位ꎮ例如ꎬ«俄罗斯联邦宪法»第２条

第１款规定:“俄罗斯联邦多民族人民是俄罗斯联邦主权的载体和权力的唯一源泉ꎮ”«意大利共和国宪

法»第３条规定:“所有公民ꎬ不分性别、种族、语言、宗教、政治观点和个人及社会地位ꎬ均享有同等的社

会尊重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ꎮ”«希腊宪法»第１条第３款规定:“一切权力来自人民ꎬ为人民和民族而

存在ꎻ并应按照宪法的规定行使ꎮ”«爱尔兰宪法»第１章第１条规定:“爱尔兰民族在此声明其在选择政

体、选择与他国关系ꎬ以及依据爱尔兰的民族特质与传统发展其生活、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ꎬ拥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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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割、不可剥夺至高无上的主权ꎮ”«玻利维亚共和国宪法»第１条规定:“多民族社群、自由、独立、主
权、民主、文化、分权和自治式法治是玻利维亚共和国的基本原则ꎮ”«巴林王国宪法»第１条第１款规定:
“巴林王国是有完整主权的独立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ꎬ巴林人民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ꎬ其领土是大

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ꎬ领土主权不可分割和转让ꎮ”
综上所述ꎬ民族国家基本上是一种现代宪政和法治国家[６]７４ꎬ“民族”是主权国家唯一的合理基础ꎬ也

是政府权威的终极来源[１０]ꎮ考察世界各国宪法规范ꎬ可以发现“民族”和公民、国家和国家机关一样都是

宪法主体ꎬ“都在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享受权利ꎬ承担义务” [２]１２２ꎬ都是宪法根本性和全局性事项的承载

者ꎮ“民族”宪法主体地位的确定ꎬ体现了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政治哲学对“民族”权的辩护和论证ꎮ①

二、宪法规范:民族问题解决宪法回应的核心机制

“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回应机制以“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为基础ꎬ它可以为民族

问题解决提供具体法治化方案ꎮ根据宪法回应的逻辑结构可以将回应机制分解为:“多民族国家”宪法

观回应ꎻ“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理念回应ꎻ“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原则回应ꎻ
“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规范回应ꎻ“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实施回应ꎮ以上五

个部分共同组成了“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回应机制体系ꎮ从实践层面上讲ꎬ“多民族国

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观和宪法理念只能为民族问题解决提供观念和理念基础ꎬ而“多民族国家”民
族问题解决的宪法原则、宪法规范和宪法实施则为民族问题解决提供了具体的原则、规范和实施

依据ꎮ
从宪法实践来讲ꎬ宪法原则、宪法规范和宪法实施是逻辑上层层递进ꎬ不断深化的体系ꎮ在法理学

上ꎬ“法律原则是法律上规定的用以进行法律推理的准则” [１１]ꎬ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不同ꎬ②它没有规

定确定的事实状态和法律后果ꎬ但在法律创制和实施中发挥了特定的指引作用ꎬ它不仅可以指引法律

创制ꎬ而且可以指引法律准确适用ꎮ在司法实践中ꎬ法律原则可以弥补法律规则的阙如ꎬ为具体案件裁

判提供依据ꎮ从这个意义上讲ꎬ法律原则既可以限制法律规范的范围ꎬ也可以扩张法律规范的适用范

围ꎬ“并通过创造新前例并最后建立新规则方式解决法律的‘空隙问题’” [１２]ꎮ罗纳德德沃金认为在司

法裁决中遇到的“疑难案件”ꎬ如果缺少实际的规范规定ꎬ而通过司法解释也无法作出确定性答案时

刻ꎬ就需要向法律原则求救ꎮ③宪法原则作为根本的法律原则ꎬ贯穿于宪法制定和实施全过程ꎬ是立宪

和行宪必须遵守的精神ꎬ它对具体宪法规范具有“宏观指导、整合和协调、补充作用” [２]８２ꎮ法律规范也

称之为法律规则ꎬ它是从理论法学走向实践法学的中间桥梁ꎬ而“宪法规范是指调整国家最基本、最重

要的社会关系的各种规范的总和ꎮ” [２]１０８从广义上讲ꎬ一切具有实效性的宪法规范ꎬ包括宪法典、宪法

性法律、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宪法判例等都属于宪法规范范畴ꎮ宪法规范具有政治性、限权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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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Ｋｙｍｌｉｃｋａꎬ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９ꎻ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ｅｌｌａｍｙꎬ Ｌｉｂ￣
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Ｗａｒｄｓ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１９９９ꎻ Ｊｏｈｎ Ｇｒａｙꎬ Ｔｗｏ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ꎬ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２０００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Ｇａｌｓｔｏｎꎬ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２ꎬａｎｄ ｓｏ ｏｎ.

从法理学上讲ꎬ法律规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ꎮ广义上的法律规范包括原则性规范ꎬ规则性规范和政策性规范ꎬ这
在实证法中得到验证ꎮ从狭义意义上讲ꎬ法律规范主要指的是拥有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二元逻辑结构”的法律规则ꎬ
此层面上的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具有相同含义ꎮ

德沃金认为ꎬ法律规则在大部分情况可以为裁决提供准确答案ꎮ但是在“疑难案件”中ꎬ由于法律含义具有不明

确性ꎬ这些案件的裁判就需要法院根据原则ꎬ并采取一定的技术和价值判断解释法律ꎬ从而为争议案件提供依据ꎮ(参
见 Ｒｏｎａｌｄ Ｍ. Ｄｗｏｒｋｉｎꎬ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５. )



性、稳定性和适应性、制裁性等特征ꎮ法律实施指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施行ꎬ包括执法、司法、守法等

环节ꎮ法律实施使应然的法律变成实然的法律ꎬ从抽象的行为模式变成人们的具体行为ꎮ宪法的生命

也在于实施ꎬ通过实施将具体的宪法规范现实化ꎬ实现整个社会的最高法治形态ꎮ因此ꎬ法律规范是整

个法治的核心环节ꎬ它将抽象化法律原则具体化为规范ꎬ为法律实施提供了明确依据ꎮ
宪法规范的至上性效力决定了它是联结宪法原则和宪法实施的核心环节[１３]ꎮ具体来讲ꎬ宪法原

则为宪法规范和宪法实施提供原则指引ꎬ宪法规范是宪法原则的具体化ꎬ宪法实施则是宪法原则和宪

法规范的具体运行ꎮ宪法规范必须以宪法原则为基础ꎬ遵循宪法原则精神ꎬ而宪法实施则是宪法规范

的现实化ꎬ是宪法规范发挥实效性的过程ꎮ而宪法实施则是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的实践化过程ꎬ是将

纸上宪法原则和规范变成生活中宪法的关键ꎮ宪法实施必须以宪法原则为指引ꎬ以宪法规范为依据ꎬ
而不能违背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ꎬ否则就是违宪的ꎮ从宪法原则、宪法规范和宪法实施三者的关系来

看ꎬ宪法规范处于宪法原则和宪法实施的中间环节ꎮ因此ꎬ“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回应机

制体系中ꎬ宪法规范处于核心机制地位ꎮ
我国“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规范回应必须根据“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

原则回应来具体设计ꎮ“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原则来自于世界上各国宪法对民族问题解

决宪法原则的总结ꎬ以及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法治实践的尊重ꎮ世
界各国对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原则回应在宪法中有明确体现ꎬ主要体现在民族平等原则、民族团结原

则、民族自治和民族发展等方面ꎬ例如ꎬ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原则ꎮ«俄罗斯联邦宪法»序言确立了“民
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ꎮ«土库曼斯坦宪法»第１９条规定:“土库曼斯坦不分民族属性均保障公

民权利和自由平等ꎬ并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ꎮ”«阿塞拜疆共和国宪法»第５条规定:“阿塞拜

疆人民应当团结一致ꎬ阿塞拜疆人民的团结是阿塞拜疆国家的基础ꎬ阿塞拜疆共和国是阿塞拜疆共和

国全体公民共同和不可分割的祖国ꎮ”«格鲁吉亚宪法»第３８条规定:“格鲁吉亚公民不分语言、民族属

性、部族属性和宗教属性如何ꎬ在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一律平等少数民族

权利的行使ꎬ不得与格鲁吉亚的主权、国家结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相抵触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纳宪法»第１条第７款第２项规定:“不得根据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间接、民族或社会

出身、少数民族、财产、出生、或其他情形剥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实体公民的国籍ꎮ”«印度共和国

宪法»第１５条规定:“禁止基于宗教、种族、种姓、性别或者出生地的歧视ꎮ”民族自治原则ꎮ例如ꎬ«西班

牙王国宪法»第２条规定了国家统一与民族区域自治原则ꎬ第８章第３节规定民族自治区的若干权利等ꎮ
«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了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法律地位ꎬ第５条规定共和国、边疆区、州、联邦直辖

市、自治州等共同构成联邦ꎬ第１２条规定:“俄罗斯联邦承认并保障地方自治ꎮ地方自治在其权限范围

内是独立的ꎮ”«格鲁吉亚宪法»第２条第４款规定:“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ꎬ格鲁吉亚公民通过地

方自治解决地方性问题ꎮ”另外一些宪法也提到了民族发展问题ꎮ例如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宪法»第
８条规定:“国家贯彻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政策禁止一切制造民族分裂和民族歧视的行为ꎮ国家采

取各种措施不断发展和提高各民族社会经济水平ꎮ”从以上这些规定可以看出ꎬ世界各国对于“多民族

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原则回应主要集中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主自治和民族发展等原则上ꎬ
而且这些原则基本上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联系在一起ꎮ

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把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自治和民族繁荣作为自己的一贯政策ꎮ１９２２«中
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了“尊重边疆各民族人民的自主权利”主张ꎮ１９３４年«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ꎬ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动民众和他们的家

属ꎬ不分男女ꎬ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ꎬ在苏维埃法律面

前一律平等ꎮ”１９４１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

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ꎮ”１９４６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了“边区人民不分民族ꎬ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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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ꎮ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１条确认“国内各民族”国家主人地位ꎬ并将“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ꎬ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确定为民族政策原则ꎮ１９５２年ꎬ政务院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和«关于保障一切

散居少数民族分享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ꎬ这为“五四宪法”民族原则奠定基础ꎮ１９５４年宪法总纲规定:
“各民族一律平等ꎬ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ꎬ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ꎬ“五四宪法”确立的民

族平等等若干原则在１９７５年宪法和１９８２年宪法得到保持ꎮ１９８４年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ꎬ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ꎬ确保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实施[１４]ꎮ
根据世界各国宪法规定和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ꎬ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法治实践ꎬ

可以将我国“多民族国家”宪法原则回应“类型化”为四项原则ꎬ即“民族平等与公民平等原则”“民族

团结与公民团结原则”“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结合原则”和“民族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等ꎬ①这

四项原则既体现了少数民族集体权利和个体权利的统一ꎬ又体现了少数民族集体权利与公民权利的

内生性关系ꎮ“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四项宪法原则确立了民族问题解决的法治原则ꎬ是“多民

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宪法规范回应的基础ꎮ根据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的关系ꎬ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

原则对相关宪法规范具有宏观指导、整合协调和补充作用ꎮ这些原则从整体上对民族立法、民族执法、
民族司法和民族守法提供明确的原则指引和实践协调ꎮ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必然会使具体法律规范在

调整相关民族问题时ꎬ只能调整某一领域的权利和义务关系ꎬ而且这些具体法律规范之间还存在一定

冲突ꎬ这就需要以上四大原则能够整合和协调法律规范之间冲突ꎬ将众多民族法律规范整合成逻辑自

洽的规范体系ꎮ另一方面ꎬ由于民族法律规范的有限性ꎬ必然会出现法律规范调整的阙如ꎬ对于这些法

律规范调整不到的领域ꎬ就需要四项宪法原则进行辐射ꎬ从而弥补民族法律规范的空白ꎮ
“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规范是“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宪法回应机制的核心机

制ꎬ它是民族宪法原则和民族宪法实施连接的桥梁ꎮ如果缺少民族宪法规范的回应ꎬ民族宪法原则就

无法通过具体规范发挥作用ꎬ民族宪法实施也就失去了实操性规范依据ꎮ从整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

题解决的宪法回应机制体系来讲ꎬ如果没有民族宪法规范回应机制ꎬ整个机制体系的逻辑结构就会无

法自洽和失去完整性ꎮ

三、宪法规范构建:民族问题解决宪法规范回应的具体路径

从实证法角度来讲ꎬ宪法规范处于整个法律体系的最顶端ꎬ凯尔森将这种宪法规范称之为“基础

规范”ꎬ即“不能从一个更高规范中得来自己效力的规范”ꎮ宪法规范作为基础规范ꎬ功能在于统合整个

法秩序ꎬ“这一基础规范ꎬ就如同一个共同的源泉一样ꎬ构成了组成一个秩序的不同规范之间的纽带ꎮ
一个规范属于某一个规范体系ꎬ只能通过这样的办法进行检验ꎬ即确定它是从构成秩序的基础规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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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原则回应是多元的ꎮ例如ꎬ桑杰等认为这个原则由“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相结合的总原则”
和“确立自治机关的组织原则和活动原则”等构成ꎮ(桑杰等:«坚持宪法基本原则: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ꎬ载«攀登(藏文版)»２００４年第２期ꎬ第５９－６１页ꎮ)王石星将“民族平等”“保护各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和利益”“民族区

域自治”和“民族共同繁荣”等七项原则看成是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原则ꎮ(王石星等:«试析新中国历部宪法的民族原

则»ꎬ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１期ꎬ第１２８－１３１页ꎮ)熊文钊把解决民族问题的宪法原则概括

为:“国家统一原则、民主平等原则、民族团结互助原则、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重视民族特殊性原则ꎮ”(熊文钊:«民族

法学»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ꎬ第４４－４８页ꎮ)吴宗金等则将“民族平等原则、保护各民族合法权益、促进各民族共同

繁荣和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等四大原则确定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宪法原则ꎮ(吴宗金等:«中国民族法学»ꎬ法律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版ꎬ第１１９－１３０页ꎮ)本文在以上观点基础上ꎬ将“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原则回应总结为“民族平

等与公民平等原则”“民族团结与公民团结原则”“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结合原则”和“民族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原

则”等四项原则ꎮ



得来自己的效力而一个应当的陈述ꎬ只有在它可以从一个被预定有效力的基础规范中得来时ꎬ才
是一个有效力的规范ꎮ” [１５]宪法规范的基础性消灭了由它效力产生的体系内的所有法律规范之间的

冲突ꎬ使得一个协调的规范集合和谐起来ꎮ因此ꎬ宪法规范回应“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解决ꎬ它的统

合性功能是从整个法律规范秩序统一而言的ꎮ
从法理学上讲ꎬ法律规范的拘束力是通过其逻辑结构体现出来的ꎮ法律规范基本上可以分为两部

分ꎬ即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ꎮ①行为模式是对现实行为的理论抽象、基本构架ꎬ但它并不等于现实行为

本身ꎻ法律后果则是对具有法律意义行为的一种法律评价ꎬ这种评价包括正评价和负评价ꎬ也就是通

常所说的肯定性后果和否定性后果ꎮ因此ꎬ法律规范是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二元结构”构成的ꎮ
宪法规范作为最重要的法律规范ꎬ它的逻辑结构也要符合法律规范结构ꎮ但是ꎬ宪法的政治性和最高

性又决定了某些宪法规范并不一定具有完整的逻辑机构ꎬ“只有当宪法规范能够规定人的行为ꎬ并预

测行为的法律后果之后ꎬ才谈得上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ꎮ反之ꎬ如果某种宪法规范的目的并不是规定

特定主体的行为ꎬ则该宪法规范就不具有上述逻辑结构ꎮ” [２]１１６例如ꎬ«宪法»第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ꎮ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和利益ꎬ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

关系ꎮ”本条款对民族政策的规定是原则性的ꎬ并不具有宪法规范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结构ꎮ从这里

可以看出宪法规范结构具有不完整性ꎬ有的宪法规范可能只有行为模式ꎬ有的甚至行为模式和法律后

果都没有ꎬ例如ꎬ政策性规范ꎮ
宪法规范的“二元结构”在具体条文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ꎮ在大多数国家ꎬ宪法规范体现在宪法条

文中ꎬ除此之外ꎬ还体现在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等中ꎮ从整个法规范秩序来讲ꎬ宪法规范实际上还通

过其他法律间接性体现出来ꎮ对于具体宪法规范来讲ꎬ宪法规范的两要素可能在同一条文中体现ꎬ或
者以各自独立或分散的形式体现出来ꎬ而宪法规范的法律后果通过其他相应的部门法得到具体化ꎮ例
如«宪法»第１２条第２款规定:“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ꎮ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

或者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ꎮ”这一规定的法律后果是通过刑法规定的制裁规范体现出来的ꎮ“多民族

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规范回应必须针对相应的宪法原则来构建ꎬ即从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等方

面设计相应的民族法律规范ꎬ通过这种规范具体化“民族平等与公民平等原则”“民族团结与公民团结

原则”“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结合原则”和“民族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ꎮ
从宪法规范的角度来讲ꎬ世界各国宪法规范对民族问题解决的四大宪法原则的具体化采取了多

元方式:第一种以政策的形式体现出来ꎻ第二种是确定相关原则ꎬ并通过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条款具

体化ꎻ第三种通过宪法序言、总纲和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进行综合规定ꎻ第四种就是宪法规范确立相

关原则ꎬ然后通过部门法等相关法律逐步具体化ꎬ形成从宪法规范到法律规范ꎬ再到规章的规范体系ꎮ
例如ꎬ“民族团结与公民团结原则”ꎬ«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第５条和第１４条规定了民族团结原则ꎬ而后

«土耳其共和国刑法»第３０１条和３０５条对违反民族团结的行为给予刑事处罚ꎮ从这里可以看出ꎬ宪法规

范对宪法原则的具体化具有多元方式ꎬ而且辐射整个法律规范体系ꎮ对于我国来讲ꎬ“多民族国家”民
族问题解决的宪法规范回应必须以既定的四大宪法原则为指导ꎬ从实证法律规范体系的高度对现行

法律规范进行构建和完善ꎮ

(一) “民族平等与公民平等原则”的宪法规范构建

“民族平等与公民平等原则”的宪法规范回应有如下条款:现行«宪法»序言确立了民族平等原

则ꎻ«宪法»第４条的民族平等政策ꎬ并规定禁止民族歧视和压迫ꎻ第３３条对公民资格及其平等权的规

３６第 ５ 期 李晓波ꎬ李占荣:论“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规范回应机制　

①在学术界ꎬ法律规范的结构存在不同的观点ꎬ一种观点认为法律规范由三要素构成ꎬ即假定、处理和制裁ꎮ另一

种认为法律规范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构成ꎬ行为模式可以囊括假定和处理ꎬ而法律后果既包括制裁又包括肯定性后

果ꎮ从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本质来讲ꎬ显然“二元要素论”比“三要素论”更加合理ꎮ



定ꎻ«宪法»第２章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规定ꎻ例如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基本政治自由、宗教信仰自

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监督权、劳动权休息权、教育权和妇女的平等权等ꎬ这些权利性规范属于“民
族平等与公民平等原则”的重要内容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进一步确立了民族平等

原则ꎬ第４８条再次重申民族平等原则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３条从

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角度对少数民族个体公民的参政权进行回应ꎻ第１４条、第１６条和第１７条规定

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应确保各民族有适当数量代表ꎬ自治县的人民

代表大会至少应有代表一人ꎬ人口特少的民族ꎬ至少应有一名全国人大代表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５条规定各行政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应当有适当代表名额ꎮ
除了宪法性规范的回应之外ꎬ其他法律规范也进行了回应ꎬ例如ꎬ«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７条

规定多民族居住地区ꎬ居委会中应当有少数民族成员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６条规定多民族村民居

住的村委会成员应当有少数民族成员ꎮ«国籍法»第２条规定各民族的人都具有中国国籍ꎮ«广告法»第
９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民族、种族、宗教、性别歧视的内容ꎮ«商标法»第１０条规定民族歧视性的标志不

得作为商标ꎮ«教育法»第９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ꎬ依法

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ꎮ”«就业促进法»第３条规定:“劳动者就业ꎬ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

仰等不同而受歧视ꎮ”«劳动法»第１２条规定:“劳动者就业ꎬ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

歧视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３条规定:“未成年人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

等ꎬ依法平等地享有权利ꎮ”«科学技术进步法»第５３条规定:“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少数民族科学技术

人员、女性科学技术人员等在竞聘专业技术职务、参与科学技术评价、承担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项目、接
受继续教育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ꎮ”这些相关法律规范都是对“民族平等与公民平等原则”宪法原则的

进一步深化ꎬ但这些规范大部分只规定了行为模式ꎬ很少规定法律后果ꎮ
另一方面ꎬ一些法律规范从法律后果角度回应“民族平等与公民平等原则”ꎬ例如ꎬ对于“民族歧

视”制裁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４７条规定:“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ꎬ或者在出版物、计算机信息网络

中刊载民族歧视、侮辱内容的ꎬ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ꎬ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ꎮ”«反恐怖主义

法»第８１条规定ꎬ利用极端主义ꎬ实施以恐吓、骚扰等方式驱赶其他民族或者有其他信仰的人员离开居

住地的ꎬ或以恐吓、骚扰等方式干涉他人与其他民族或者有其他信仰的人员交往和共同生活的ꎻ情节

轻微不构成犯罪的ꎬ由公安机关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ꎬ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ꎮ«刑法»第２４９
条规定:“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ꎬ情节严重的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ꎻ
情节特别严重的ꎬ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ꎮ”第２５０条规定:“在出版物中刊载歧视、侮辱少数民

族的内容ꎬ情节恶劣ꎬ造成严重后果的ꎬ对直接责任人员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ꎮ”第２５１
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ꎬ情节严重的ꎬ处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ꎮ”以上这些规范从法律后果的角度回应了“民族平等与公民平等原则”ꎬ这些

规范保护的是集体和个体的民族平等权ꎮ但是ꎬ以上这些规范仅对民族歧视、民族侮辱等行为进行回

应ꎬ保护平等权范围较小ꎬ保护的“法益”有限ꎮ因此ꎬ在以上规范基础上ꎬ可以在«刑法»中创制新的

“破坏民族平等罪”以弥补法律规范回应的不足ꎮ具体来讲ꎬ可以在«刑法»第４章增加“破坏民族平等

罪”ꎬ本罪状可具体表述为:“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ꎬ破坏民族平等权ꎬ情节严重的ꎬ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ꎻ情节特别严重的ꎬ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ꎮ”

(二) “民族团结与公民团结原则”的宪法规范构建

“民族团结与公民团结原则”的宪法规范回应体现在:«宪法»序言在维护民族团结问题上ꎬ提出

了“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政策ꎻ第４条规定了各民族团结关系ꎬ禁止任何人破坏民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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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和制造民族分裂ꎮ«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再次确立了民族团结政策ꎻ第２条规定了“各民族自治地方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ꎮ除了以上宪法性规范回应之外ꎬ其他法律规范也有相关规定ꎬ
例如ꎬ«国家安全法»第２６条规定国家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ꎬ制止和依法

惩治民族分裂活动ꎬ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ꎬ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ꎮ«网络安全法»第
１２条规定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活动ꎮ«集会游行示威法»第１２条规定对煽动民族

分裂的集会、游行、示威申请不予许可ꎮ«邮政法»第３７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邮件寄递煽动

民族仇恨、民族歧视ꎬ破坏民族团结的内容的物品ꎮ«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第５条规定境外

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活动不得破坏民族团结ꎮ«教育法»第６条规定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行民族团结教

育ꎮ«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５条规定多民族居住地区的居委会应当加强民族团结ꎮ«电影产业促进

法»第１４条规定法人、其他组织的电影制作不得与伤害民族感情等活动的境外组织合作ꎬ也不得聘用

有上述行为的个人参加电影摄制ꎮ第１６条规定电影不得包含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ꎬ侵害民族风俗

习惯ꎬ歪曲民族历史或者民族历史人物ꎬ伤害民族感情ꎬ破坏民族团结的内容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第５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ꎮ以上这些规范大部分从行为模式层面

回应了“民族团结与公民团结原则”ꎮ
另外一些相关法律规范不仅规定了行为模式ꎬ而且从法律后果层面回应了“民族团结与公民团结原

则”ꎮ例如ꎬ«公务员法»第４９条规定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为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做出突出贡献

的给予奖励ꎬ本条以肯定性后果的形式回应了增进民族团结的法律后果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
５７条第４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破坏民族团结的内容ꎬ第６７条
还规定具体罚则ꎬ即违反第５７条规定ꎬ构成犯罪的ꎬ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ꎻ尚不构成犯罪的ꎬ由公安机关、国
家安全机关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ꎻ第７８条还规定违反第５７条行为情节严重的ꎬ由原发

证机关吊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ꎮ同«电信条例»类似ꎬ«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１５条第４款规定互

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破坏民族团结的信息ꎬ第２０条规定违反第１５条所列

内容构成犯罪的ꎬ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ꎻ尚不构成犯罪的ꎬ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予以处罚ꎻ对经营性互联

网信息服务提供者ꎬ并由发证机关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经营许可证ꎬ通知企业登记机关ꎻ对非经营性互

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ꎬ并由备案机关责令暂时关闭网站直至关闭网站ꎮ«中国互联网络域名管理办法»第
２７条第４款同样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注册和使用含有破坏民族团结的域名ꎻ第４３条规定如果违反第

２７条规定构成犯罪的ꎬ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ꎻ尚不构成犯罪的ꎬ由国家有关机关依照有关法规予以处罚ꎮ从
以上法律规范可以看出ꎬ“民族团结与公民团结原则”的核心在于反对民族压迫ꎬ打击大民族主义、地方

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ꎬ维护祖国统一ꎮ因此ꎬ在以上规范回应基础上ꎬ可在«刑法»第４章创制“破坏民

族团结罪”ꎬ具体罪状可表述为:“以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ꎻ情节严重的ꎬ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ꎻ情节特别重大的ꎬ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或无期徒刑ꎻ以武力、暴力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的ꎬ处无期徒刑或死刑ꎮ”之所以本罪的法律后果相

对比较严重ꎬ是鉴于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ꎮ

(三) “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结合原则”的宪法规范构建

“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结合原则”的宪法规范回应有:宪法第４条第３款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ꎻ
第３０条对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民族自治地方的规定ꎻ第６２条第１２款对自治区设立主体的规定ꎻ第３
章第６节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规定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中的自治机关和自治权等进行了详细规定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第１８条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ꎬ聚居的少数民族都应有代表参加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利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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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还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享有的广泛职权ꎬ
例如ꎬ第８条规定了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民族工作等重大事项ꎬ保障少数民族权利ꎮ
第５９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内的民族事务管理ꎬ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

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ꎬ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等ꎮ
另外ꎬ其他法律规范还对“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结合原则”做了进一步回应ꎮ例如ꎬ«城乡规划法»

第四条规定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保持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ꎮ«国旗法»第７条规定:“国庆节、国际

劳动节、元旦和春节ꎬ各级国家机关和各人民团体应当升挂国旗ꎻ企业事业组织ꎬ村民委员会、居民委

员会ꎬ城镇居民院(楼)以及广场、公园等公共活动场所ꎬ有条件的可以升挂国旗ꎮ不以春节为传统节日

的少数民族地区ꎬ春节是否升挂国旗ꎬ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规定ꎮ民族自治地方在民族自治地

方成立纪念日和主要传统民族节日ꎬ可以升挂国旗ꎮ”“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结合原则”的核心是民族

自治机关的自治权ꎬ一切侵犯民族自治机关自治权的行为都直接破坏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ꎮ但是ꎬ
现行的法律规范基本上没有从法律后果要素方面对破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行为进行处罚ꎮ因此ꎬ
可以在以上规范的基础上构建“破坏民族区域自治罪”ꎮ具体来讲ꎬ可在«刑法»侵犯公民人身和民主

权利罪这一章增加“破坏民族区域自治罪”ꎬ其罪状可表述为:“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ꎬ冲击民族自治机

关ꎬ侵犯少数民族自治权ꎬ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ꎬ情节严重的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
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ꎻ情节特别严重的ꎬ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ꎮ”

(四) “民族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宪法规范的构建

“民族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的宪法规范回应有:«宪法»序言明确确立了各民族共同繁荣

的原则ꎻ第４条第２款规定国家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经济发展ꎻ第１１８条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自

治权ꎻ第１２２条规定国家有帮助和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义务ꎬ这个义务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法»第６章进

一步具体化ꎮ除此之外ꎬ其他法律规范对“民族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进一步细化ꎬ例如ꎬ«公共

文化服务保障法»第８条规定:“国家扶助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ꎬ促
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协调发展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４３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扶持边疆地区和民族地

区开展电影活动ꎮ«体育法»第６条规定:“国家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体育事业ꎬ培养少数民族体育人

才ꎮ”«中医药法»第５２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ꎬ加大对少数民族医药传承创新、应用发展和人才培养

的扶持力度ꎬ加强少数民族医疗机构和医师队伍建设ꎬ促进和规范少数民族医药事业发展ꎮ”«科学技

术进步法»第６条规定:“国家加强跨地区、跨行业和跨领域的科学技术合作ꎬ扶持民族地区、边远

地区、贫困地区的科学技术进步ꎮ”«就业促进法»第２１条规定:“国家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ꎬ扩
大就业ꎮ”«预算法»第３９条规定:“中央预算和有关地方预算中应当安排必要的资金ꎬ用于扶助革命老

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社会建设事业ꎮ” «公路法»第５条规定:“国家帮助和扶持

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公路建设ꎮ”«教育法»第１０条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

特点和需要ꎬ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ꎮ”«义务教育法»第４７条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ꎬ设立专项资金ꎬ扶持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ꎮ”从以上规范可以

看出ꎬ“民族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的核心在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权ꎮ但是ꎬ以上法

律规范并没有从法律后果角度对一切破坏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权的行为进行相应否定性评价ꎮ因此ꎬ可
以在«刑法»第４章中构建相关的“破坏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罪”ꎬ本罪状可表述为:“破坏少数民族

发展ꎬ侵犯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权的ꎬ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ꎬ情节严重的ꎬ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ꎮ”
综上所述ꎬ“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规范回应以相应的四大宪法原则回应为基础ꎬ并构

建一定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来深化“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原则ꎬ为具体民族问题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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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提供了实操性的规则依据ꎮ另一方面ꎬ还需要通过相关法律规范完善和民族立法来弥补民族问题提

出的规范需要ꎬ例如ꎬ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ꎬ相关法规可以从法律后果要素层

面进一步回应相关四大宪法原则ꎮ但在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和民族立法过程中ꎬ具体规范设计也要遵循

“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四大宪法原则ꎬ以及现行的宪法规范ꎬ这样才能为“多民族国家”民族

问题解决的宪法规范回应机制提供具体路径ꎮ

四、结　 语

民族问题作为一种法律现象ꎬ历来是各国宪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ꎮ从规范认知角度讲ꎬ“民族问题

本质是宪法问题ꎬ” [１６]民族问题的宪法性本质决定了“民族”必然会和国家、公民、政党等主体一样“落
入到宪法之根本性和全局性之事项的外延之内ꎬ” [３]１２“民族”是理所当然的宪法主体ꎮ“民族”宪法主

体地位的奠定ꎬ决定了民族问题必然会从宪法层面进行有效回应ꎬ构建“多元”宪法机制来解决民族关

系中的权利和义务问题ꎮ“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解决的宪法回应机制是一个体系ꎬ它有着严密的逻辑

结构ꎬ在这个回应机制体系中ꎬ宪法规范回应是一个核心环节ꎬ它连接着宪法原则回应机制和宪法实

施机制ꎬ是宪法原则回应机制的进一步深化ꎬ也是宪法实施机制的先决条件ꎮ“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

解决的宪法规范回应必须与相应宪法原则相对应ꎬ从具体宪法规范结构入手ꎬ以宪法规范统帅整个法

规范秩序ꎬ构建以宪法规范为根本ꎬ各部门法为基础ꎬ其他法规为补充的统一和协调的规范体系ꎮ当
然ꎬ民族问题解决的“法治化”路径还需要立足当前的民族关系呈现的新特点ꎬ通过“立、改、废”等手

段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体系ꎬ完善行政执法程序立法[１７]ꎬ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ꎬ严格司法解释ꎬ弥
补宪法规范回应能力出现的不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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