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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十二章，分别是：第一章 民族经济学的主体、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
系；第二章 经济的民族性和民族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关系；第三章 民族经济的政治机制与文化内涵；
第四章 民族经济制度；第五章 民族经济体制；第六章 民族经济结构与运行机制；第七章 民族经济的
经营管理；第八章 民族经济关系与交往；第九章 民族经济发展；第十章 现代经济大趋势中民族经济
发展的共性与特性；第十一章 中华民族经济的现代化；第十二章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不是孤立的，它是建立在第四层次具体专题研究基础上，对第三、二层次研究
成果的不断概括。
其成果是以下三个层次的一般性前提。
并在三层次的研究中加以检验和修正。
由此这四个层次构成一个整体系统，并在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进程中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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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民族经济学的主体、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　一、主体：各民族有意
识的劳动者　二、对象：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　三、主义：
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指导下的各民族劳动者经济意识的概括　四、方法：实证与抽象的辩证统一　
五、主题：探讨各民族劳动者自主发展经济的目的、方向、根据、条件和方式　六、内容：揭示和论
证民族经济发展及民族经济关系中的矛盾　七、范畴：民族经济矛盾的层次与主干概念规定　八、民
族经济学的体系第二章 经济的民族性和民族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关系　一、民族是历史形成的人类社会
存在方式　二、民族是经济的必要社会形式和属性　三、经济是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四、民族经
济发展的动因与动力　五、民族内部的经济关系与矛盾　六、民族间的经济关系与矛盾第三章 民族经
济的政治机制与文化内涵　一、民族与国家：统一与差异　二、民族经济受国家政治制度的制约　三
、、民族经济受本民族特殊政治体制、政策等制约　四、民族经济以民族文化为内涵　万、国家的统
一文化对民族经济的制约　六、文化变革对民族经济的促进第四章 民族经济制度　一、民族经济制度
的划分标准：民族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　二、民族经济制度的内容：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
所有权及其派生的权利体系　三、民族经济制度的演进：以民族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为标志对社
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　四、民族经济制度和国家经济制度的统一　五、民族经济制度与国家经济制
度的差异　六、变革经济制度是民族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第五章 民族经济体制　一、民族经济体制的
界定　二、近现代民族经济体制的具体形式　三、不同制度的民族经济体制的比较　四、民族经济体
制改革是民族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五、经济体制改革应充分考虑各民族经济的特点　六、自主积极
的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第六章 民族经济结构与运行机制　一、经济结构是经济体制在总体
经济过程中的具体化　二、民族经济结构功能的动态发挥：运行机制　三、民族经济结构在国家经济
结构中的地位　四、社会主义现代民族经济结构的核心：各族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　五、民族经济的
投资结构　六、民族经济的就业结构　七、民族经济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八、民族经济的流通、
分配、消费结构　九、民族经济的区域结构　十、民族经济结构的合理是运行机制优化的根据　十一
、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运行机制，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第七章 民族经济的经营管理　一、民族经济的制
度、体制、结构决定其经营管理　二、各民族文化对经营管理的制约　三、经营管理的权利和义务　
四、个体生产的经营管理　五、私有企业的经营管理　六、公有企业的经营管理　七、民族经济中多
种经营管理方式并存及其相互制约和演化第八章 民族经济关系与交往　一、民族间经济关系是民族经
济学的重要内容　二、国内民族经济关系　三、国际民族经济关系　四、密切交往是民族经济发展的
必要条件　五、民族经济国际交往中的主权和利益冲突　六、民族经济在交往中的融合与发展第九章 
民族经济发展　　一、民族的兴衰取决于经济发展　二、民族经济发展的根据在能否确立提高劳动者
社会地位的制度　三、变革经济制度，改革经济体制是民族经济发展的必由之途　四、更新观念是民
族经济发展的必要内容　五、民族经济发展中的自主与开放　六、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特点的保持和
传承第十章 现代经济大趋势中民族经济发展的共性与特性　一、资本全球化主导的现代工业化　二、
工业化是现代化民族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　三、现代工业化的实质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　
四、不进行工业化的民族经济必然衰亡　五、在工业化中落后的民族经济只能居依附地位　六、工业
化先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前途在于否定资本统治制度　七、工业化落后民族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加速度
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和素质技能　八、社会主义：现代世界各民族经济发展的共同趋势第十一章 中华
民族经济的现代化　一、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统一体　二、中华民族经济中的支
民族成分　三、中华民族经济历史上的先进与现代的落后　四、主权完整和自主发展是中华民族经济
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五、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经济现代化的指导　六、工业化是中华民族经济现代化
的根本任务　七、城市化是中华民族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八、中华民族经济发展中各支民族的和
谐互动第十二章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一、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规定与分布　二、中国少数民族经
济发展的差异　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应以劳动者为主体　四、社会主义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
展的指导思想　五、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主题是人的现代化主导的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工业化　六、中
国少数民族经济体制的改革：一般性和特殊性　七、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少数民族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
中的规范作用　八、以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为中心，调整经济结构，完善经营管理，扩大交往，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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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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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处于第一层次的民族经济学，是本经济学子系统的抽象层次，也是对本系统基本观念、原
则、方法、主题、主张等的一般性规定，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不是孤立的，它是建立在第四层次具体专
题研究基础上，对第三二层次研究成果的不断概括。
其成果是以下三个层次的一般性前提，并在三个层次的研究中加以检验和修正。
由此这四个层次构成一个整体系统，并在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进程中共同发展。
 中国的情况与苏联有很大区别，但也有一些共同点。
中国的汉民族虽然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民族，但民族观念并不明确。
汉族人以其农业文明的先进，蔑视非汉族人的部族，称之为“夷”，以示区别。
满洲部族在努尔哈赤等首领的率领下，逐步扩充强大，形成部族联盟，并利用汉族的明王朝政治腐败
、农民起义的时机，入主中原。
这样，满洲部族的贵族就不能不面对庞大的汉民族的存在，他们一方面承认汉族人既有的文化，并利
用集权官僚制，维护小农经济，同时努力强化本部族联盟，为了壮大势力，还对其盟友蒙古人的各部
族加强组织，一方面形成满蒙一体，另一方面强调满汉和睦。
对其他部族，如藏、苗、彝等部族，也以集权官僚制给予一定制约。
中国人明确民族观念和在法律上承认民族，始于中华民国。
在列强的侵略欺凌下，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民族性，并以外来的民族概念界定了“中华民族”，以此
凝聚民众。
进而，意识到汉民族与满洲部族的区别，孙文的革命就把“驱除鞑虏”作为目标之一。
随着革命的进程，又将“五族共和”作为强大中华民族的宗旨。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有了法律上规定的中华民族五个支民族：汉、满、蒙、回、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学习苏联模式的过程中，按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规定了56个支民族。
除原有五族外，又有51个氏族、氏族联合体、部族或部族联盟转变为法律承认的民族。
56个支民族中，汉族人口最多，占总人口90%以上，其他支民族相对说来人口都较少，于是又形成了
一个对55个民族统一的称谓——少数民族，其义是人口数较少的民族。
少数民族并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习惯用语。
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分布地区却占全国总面积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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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经济学(第3次修订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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