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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特定阶段的社会存在形式，它从文化、政治等各个层面影响着经济发展，
而经济发展又是民族存在和演化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统一，并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中华民族的56个支民族，其中
汉族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以上，55个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居少数的民族，称为“少数民族”。
不论汉族还是55个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权利、地位、义务、责任是平等的，都在为中华
民族的振兴而努力。
虽然历史上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在中华民族总体现代化过程中，各少数民族劳动者积极主
动，取得了飞跃进步。
少数民族经济是中华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经济也是经济，具有经济的一般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范畴都适用于对少数民族经济
的认识。
因为这种一般性，所以出现了对少数民族经济理论研究的质疑：既然少数民族经济也是经济，只要应
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范畴解决实际问题就够了，何必再对之进行理论研究呢？
然而，科学研究并不仅局限于一般性，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内在统一才构成科学的规定。
经济学自从形成以来，一直关注着各国、各民族的特殊经济矛盾，所有已经出现的经济学说，实际上
都是对特定国度、民族经济矛盾的理论探讨。
在特殊经济矛盾的探讨中体现着、包含着经济的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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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少数民族经济，在一国、一民族的总体中有56个支民族，这是
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必须正视这个特点。
不仅要从总体上包括对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还要从少数民族经济自身的特殊性上进行专注研究。
这正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理论研究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之所在。
    中央民族大学是中华民族统一的象征，也是56个支民族相融合的学府。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不仅承担着培养经济人才的任务，也肩负对少数民族经济理论和实务研究的责
任。
“九八五工程”的“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所设的首要课题
，就是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
经与本校及全国民族（地区）院校同行学者的同心协力，我们从以理论、专题、应用、调查四个层次
进行探索，所得成果，结丛书出版，请教学界、政界、企业界人士。
恭候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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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基本理论　　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理
论是要明确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这个命题所包含的基本概念；二是明确
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内涵、内容、模式及其制定程序；三是从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实际出发，探讨少数
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
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不是并列的，而是不断递进的关系。
明确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前提与基础，也是进一步展开的总
纲。
　　第一节　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基本概念　　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包含三个基本概念：一是县
或者说县制；二是县域经济；三是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
对这三个概念的论述，侧重点各不相同。
分析县制，是要明确中国的县制历史久远，经过自春秋战国以来数千年的演变，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
济最基本的运行单元，同时也将继续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县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县域经济的同时形成。
县域经济概念在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才提出来的，发展县域经济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思维。
中国自古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发展中国的县域经济不可能忽视民族因素的存在。
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概念显示着与全国其他地区县域经济不同的特殊内涵与矛盾。
　　一．县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历来都是县域的国度。
据史书记载，中国的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
《左传·庄公十八年》载：“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
以叛，围而杀之。
迁权于处那，使阎敖尹之。
”“尹”是当时楚国治县的行政长官。
《左传．哀公十七年》中又有楚文王“伐申”、“灭息”后“实县申、息”之说。
这表明，县制在楚武王在位时（公元前740年至公元前690年）就已经在楚国建立。
同时，同时代的晋、齐、秦等国也相继建立了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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