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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建设桂西德峨苗城为例，对少数民族小聚居区域“集”“市”“圩”“街”“场”等小集市进
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创建少数民族小聚居区域微型经济文化中心的设想。
即将“集”“市”“圩”“街”“场”等小集市建设成为少数民族小聚居区域集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于一体的现代小城镇，成为少数民族小聚居区域当地民族交流的场所、民族团结的纽带、民族和谐的
乐园、民族文化的载体、民族发展的动力和民族繁荣的基地，促进少数民族小聚居区域经济、社会、
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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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宗集市和大宗集市。
小宗商品交易始终是德峨街小集市的主角。
在养牛为耕地、养猪为过年、养羊为待客、养鸡鸭为油盐、种树为柴火、种果菜为食用的自给自足自
然经济条件下，德峨少数民族小聚居区域少数民族群众能够拿到集市交易的商品，只能是零星的数量
比较少的商品。
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农副土特商品种植、养殖的分散性、鲜活性和时令性特点，少数民族群众
一般都会以零星分散的形式拿到集市交易，小宗交易成为他们出售农副土特商品的主要形式。
以家庭作为最基本消费单位的少数民族群众，常态下生活消费品的采购也总是小批量的。
因此，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是未来，小宗交易都是少数民族群众进入集市的一种主要方式。
而特色优势产业的基地化建设和规模化发展，又使农副土特商品大宗交易成为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以来，德峨少数民族小聚居区域相继建立了黄牛、
黑山羊等生产基地，少数民族群众每家每户都有一定规模的农副土特商品生产基地，每到收获季节，
大批量的农副土特商品从四面八方涌人商品交易市场，大宗交易成为商品交易的主要形式。
随着农副土特商品生产基地的进一步发展，农副土特商品交易额将不断增加。
　　综合集市和专业集市。
从大的方面讲，德峨街小集市实际上是一个综合集市，少数民族群众所需要的各种商品或服务基本上
可以从该集市得到解决，而不需要到别的集市采购。
集市上，不仅农副土特商品、食品、服装、日用商品、家用电器、装潢装饰商品等应有尽有，而且饮
食店、旅店、美发店、修理店等也一应俱全。
从小的方面讲，德峨街小集市已经建立了一些比较大的交易市场或商场，这些大的交易市场或商场就
是一个个综合交易市场。
在这些大的交易市场内，布匹、服装、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食品、水果、蔬菜、粮食等应有尽有，
少数民族群众在这些大的交易市场内就可以购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各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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