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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不断繁衍和向前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的源泉是什么，经济学家对其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家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史研究得出，资本积累、劳动力、技术进步等因素是经
济发展的本身，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变迁。
　　《中国民族地区发展丛书：制度变迁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选择了地处武陵山区，在地理环
境、民族构成、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恩施自治州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
综合运用经济学、民族学、法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系统研究了恩施自治州制度演变的历史、制
度绩效的影响因素、制度变迁存在的缺陷，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制度创新的路径等问题，对加快民族地
区特别是武陵山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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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前的演变及实施情况（1952-1983年）　　自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实
行“双向开放”或“全方位开放”政策，对内开展横向联合，对外实行全面开放，充分利用两种资源
（国内外资金、资源和技术）、两个市场（国内、国外），以切实增强民族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活力
。
本阶段国家针对民族地区实施的开放联合优惠政策主要包括1项：实行对口支援政策（1979年至今）。
1979年中央召开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会议上，对口支援政策被首次提出，确定北京支援内蒙古，
天津支援甘肃，河北支援贵州，山东支援青海，江苏支援广西、新疆，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
援西藏。
1983年，国务院又批准一批新的对口支援关系，即四川、浙江、上海、天津支援西藏，湖北、辽宁、
武汉、沈阳支援青海，广东支援贵州，上海支援新疆。
198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关于我国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
》中进一步指出：“发达地区应继续做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
这是一项历史使命，应当坚持做好”。
对口支援即成为促进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20世纪80年代席卷全国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以其强劲势头推动着对口支援。
据广西、新疆、青海、云南、宁夏、甘肃等受援省经济技术协作机构的不完全统计，7省区共签订对
口支援项目5000多项，新增产值近10亿元，培养各类专业人才15000多人次。
1984年，国家组织9省市援助西藏兴建的48项重点建设工程已如期交付使用。
这期间，对口支援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援助的广度从工业、农业扩展到科技、教育、文化、还有劳务
；援助的内容从早期物资上的互通有无向联合资源开发，技术转移，人才培养，联合生产、扩散产品
、新产品开发、联合发展外向型经济，共同开拓国际市场等各方面，现已成为多领域、多层次、多形
式、多内容的帮扶体系。
“5·12”汶川大地震，让世人再次看到对口支援彰显出的民族凝聚力。
全国21个省对口支援四川地震灾区，提供受灾群众的临时住所、解决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协助灾区
恢复重建、恢复和发展经济，提供经济合作、技术指导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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