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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机遇与挑战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
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目前，我国共有155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其中有自治区5个，自治州30个，自治县（旗）120个。
此外，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补充，还有1159个民族乡（镇）。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总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64％，自治地方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
民族自治地方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近年来，国家在民族工作领域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先后制定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等，使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与社
会发展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截至2005年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生产总值为1570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14.9％。
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44l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2287元。
其他道路、交通、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都有了长足
的发展。
但是，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制约，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依然相对落后，2005年，民族自治地
方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生产总值的8.6％，人均生产总值只相当于东部地区人均水平的35.8％。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为1026亿元，支出为3050亿元，收支差达202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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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构与超越民族地区公共管理现状调查与分析》收录了22篇关于我国内蒙古、广西、西藏、云
南等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口政策、农村卫生政策、民族文化经济发展、民族教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等方面的公共管理现状的调查研究报告。
这些系统的调研报告提供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公共管理现状的第一手材料，通过考察民族地区公共管
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认为应当通过公共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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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改革刍议（代序）中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田野考察简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
人口政策调研报告民族地区村民自治调查研究——以广西乡镇为例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落实民
族自治权调研报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公共卫生政策调研报告扶贫经济政策的系列研究报告之一——
广西壮族自治区反贫困进程的回顾与启示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以吉林省珲春市朝鲜
族为例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民族文化经济发展与政府相关政策调研报告西藏自治区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调研报告——以日喀则地区白朗县为例西藏地区民族文化经济发展与政府相关政策调研报告云南省
民族教育政策调查报告云南丽江地区民族文化经济发展与政府相关政策调研报告关于农村扶贫资源传
递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研究——对西南×州的实证考察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民族文化经济发展与
政府相关政策调研报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现状与对策实证研究——以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为
典型案例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云南文山、红河基础教育调研报告云南民族
地区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民族地区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问题的调查报告——以内蒙古自
治区鄂托克前旗为例新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旅游业开发以及政府的相关政策的调研报告民族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实施现状与效果分析——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广西桂南沿海经济区产业集群的发展分析宏
观调控下平果县铝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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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政策调研报告　　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用来影响和干预人口运动过
程以及人口因素发展变化的法规、条例和措施的总和，也包括实施这些政策的行为主体对人口发展过
程所持的态度。
人口政策体系是影响和干预人口运动全过程包括人口的自然变动、人口的迁移变动和社会变动，调节
人口数量的增减，影响和干预人口质量、人口构成和人口分布变化的多因素组成的系统。
广义人口政策除了包括生育政策、死亡政策、优生政策和婚姻家庭政策等狭义人口政策外，还包括国
内人口迁移（流动）政策、国际人口迁移政策、国家地域人口分布政策、人口部门结构政策、人口职
业结构政策、人口劳动就业政策、人口教育结构政策等。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是中国人口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国家主导人口政策为基础，结合少数民
族地区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和人口等实际情况制定，既充分考虑国家利益和整体需要，又照顾
少数民族特殊实际状况的人口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口发展战略的问题，国内学术界及政府人口管理
部门迟迟未能达成共识，导致了我国人口政策的摇摆不定。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以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现行人口
政策，但在人口发展目标、人口政策的宽严度、人口政策实施的具体可行措施等方面仍存在着争论，
实际操作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8条规定：“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全国五个自
治区和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云南、贵州、青海等省；（二）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浙江、湖北
、湖南、广东、海南、四川、甘肃等省，其辖区内有少数民族聚居区，建有自治州或自治县；（三）
北京、天津、山西、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市），属于少数民族
杂散居地区。
这些地区的人口政策各有不同，执行效果也不尽相同。
总的来说，在第三类和第二类地区人口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情况比较好，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所面临的
人口问题则比较严重，主要是贫困与人口增长恶性循环的现象，低素质的人口质量以及人口增长导致
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压力等。
　　有鉴于此，本调研组赴云南省对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政策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实地调查研究，以期掌
握与之有关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实地了解民族地区现行人口政策的现实状况，从广义人口政策角度
探索完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政策的途径。
　　一、调研内容　　在实地调研出发前，本课题组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查阅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教育部、国家民委等管理部门有关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方面的政策文件，了
解人口政策的近来趋势，收集查阅云南省公开发表或出台的人口政策方面的文件。
　　课题组8月初由北京出发，抵达昆明。
先后与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要领导进行两次访谈，就云南省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方面取
得的成绩和经验、“十一五”期间的工作目标，以及进一步稳定低生育率、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
素质、应对云南的人口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走访了云南省民委，了解云南省民委协助云南计生部门所做的人口政策方面的工作。
并赴迪庆藏族自治州及其香格里拉县、丽江市、大理白族自治州三地作实地调研，走访了当地的人口
计生委和民委，并在迪庆州哈玛谷村进行问卷调查，掌握了这些州市的人口基本状况，调查了基层人
口与计生工作的情况，看到各地政府与人口计生委在人口政策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尝试和创新，了解到
少数民族群众对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及生育意愿、教育水平等情况，总结出一些成功的经验
，也发现了云南人口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云南省人口政策的成功经验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云南省的人口政策制定和实施情况总
体来说比较好，“十五”人口计划全面完成，2005年总人口为4450万人，出生率为14.68‰，自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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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8‰，一些工作在全国排名前列。
云南省的计划生育政策可概括为“一二三”——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农村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最多可生育二胎；比较特殊的是“三孩”政策，针对以下两种情
况的少数民族农业人口：（1）夫妻双方都是居住在边境村民委员会辖区内的少数民族；（2）夫妻双
方或者一方是独龙族等；7个人口特少民族。
　　2003年8月起，云南省政府决定在41个县试点实施“奖优免补”政策。
试点取得成功经验后，结合国家把云南列为“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扶贫工程试点省的要求
，省政府正式颁布了《云南省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家庭奖励规定》，决定从2004年6月1日起在全省全面
推行集“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扶贫工程为一体的“奖优免补”政策，对自愿放弃再生育并
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农业人口家庭，给予“奖优免补”的奖励和优待：“奖”是对农业人
口独生子女父母给予1000元的一次性奖励；“优”是对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升初、高中和省内高等院校
时加20分优先录取；“免”是免除农业人15独生子女义务教育的课本费、杂费、文具费；“补”是对
年满60周岁的农业人口独生子的父母每人每年补助600元，独生女的父母补助700元，子女死亡现无子
女的父母补助750元。
　　“奖优免补”政策自2003年8月1日试点开始至2005年12月31日，全省共有39.4万户农业人口家庭自
愿放弃生育二孩、三孩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领证率达到36.33％，有28.5万对夫妻领到了
一次性奖励金，10.78万人次享受了养老生活补助，217170人次的小学生、70540人次的初中生享受了独
生子女义务教育“奖学金”，2717名高考生、9539名中考生分别享受到了升学加分照顾政策。
　　云南省结合实际，将“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工程两项试点与“奖优免补”政策进行整
合，初步构建了以“奖励扶助”制度为龙头，以“少生快富”工程为支撑，以“奖优免补”为内容的
人口计生利益导向机制和政策体系。
建立了“四权分离”的工作运行机制，即奖励对象的资格认定由人口计生部门负责，资金的筹措、管
理由财政部门负责，资金发放由邮政部门负责，监督工作由监察、审计部门负责。
推广了以“三公开、三公示、一评议、一见面”为主的民主监督机制，即政策规定、办事程序、办理
结果三公开，奖励对象的生育、节育及兑现情况在乡、村、组三级公示，召开村民大会对村民的生育
、节育、奖励工作情况进行评议，乡、村干部对奖励对象实行见面复核；确定了各级财政分级负担的
投入保障机制。
在教育劳动就业方面，完成义务教育目标，人口流动迁移方面，云南省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二）调研中总结出的问题　　云南省的人口计生工作从实际出发，切合了群众的要求，不断努
力创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云南省的整体人口状况还是处于较低水平，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具体如下：
　　1.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
云南省出现的人口与环境、资源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人口规模的惯性扩张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争夺，
人口总量的膨胀加大了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压力，资源环境容量承载越来越重。
云南省大部分属于贫困欠发达地区，同时是自然资源富集区，但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区。
云南大多沿袭了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经营方式，注重速度与数量的增长，而忽视了质量与效益的
提高，从而导致了自然资源消耗过多及环境质量不断恶化。
丽江市是著名的旅游城市，环绕丽江古城的清澈河流是其一大特色，但由于旅游业的发展，各商家从
自身利益出发从事餐饮、住宿、洗浴等服务业，但却没有相应配套的环保措施，致使丽江的水质遭到
严重污染。
当地政府的环保意识也比较薄弱，批准在玉龙雪山上建造一座高尔夫球场，导致雪山环境遭到一定程
度的破坏，雪线大幅下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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