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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民族经济”第4辑，书中具体收录了：《多元一体民族旅游文化的保护与开发》、
《建设链接草原与世界的新型藏毯业——关于青海藏毯特色产业的调研报告》、《保安族农村剩余劳
动力转移情况调查分析——甘青特有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之二》等文章。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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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族经济理论探讨　　论少数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黄健英　　摘要：少数民族经济
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在民族分布“大杂居，小聚居”
的格局下，两者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差异性。
本文指出在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使各民族共享经济社会发展
的利益，实现和谐发展。
　　关键词：少数民族经济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谐发展　　少数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一直
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侧重点是多民族国家中人口处于
少数的民族的经济问题，具体包括某个或某些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现状、特点、发展模式以及与其
他民族的经济关系等。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研究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经济，即把一定地域范围作为研究的重点，这个地域居
住的可能是单一民族，也可能是几个或多个民族，是区域因素与民族因素的结合。
　　一、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密不可分的两个内容　　在中国现有的民族分布格局下，少数民族经
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虽然存在着一致性和交叉性，但又是相区别的。
　　（一）少数民族经济　　少数民族经济是以某一少数民族为主体，具有共同历史、共同特征、共
同利益关系的群体的经济，或者把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一些共同特征的几个少数民族的经济作为一个
整体进行研究，也可以把55个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虽然内部存在着差异，但在经济发展的很多方
面具有共性的特点，面临着共同的发展问题。
少数民族经济强调的是作为人们共同体的特定群体的经济，‘其研究的重点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民
族经济类型的形成和变化，民族内部及与其他民族的经济交往关系，民族经济发展的特征及与其他民
族的差异，民族经济发展及其面临的问题，多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民族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中国民族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具体表现在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科学文化素质、健康
状况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其中，大部分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主体民族，少数民
族间发展也不平衡，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形成和存在与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和分布格局密切相关。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和分布格局决定了少数民族经济的现实存在，而且已存续了几个世纪。
由于历史上不同民族居住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结构和特征等方面的差异，使民族间在发展水平
、经济结构、生计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多种形态。
从经济类型看，汉族以农耕经济为主，少数民族从事的经济类型复杂多样，既有农耕经济类型，也有
游牧和渔猎等其他类型，即使是从事农耕，也由于地理环境、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从而使少数民族经济表现出与汉族不同的特点，并由此决定了相互间的经济交往和贸易关系，构成自
古以来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长城和“茶马古道”是中国多民族经济关系的历史写照。
　　少数民族经济具有内部共同性和外部差异性的特点，这是少数民族经济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存在的
基础，特殊性是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出发点。
这种特殊性即是前面提到的由自然环境决定的生计方式或产业类型的特殊性，也可能是由发展阶段决
定的发展水平的特殊性。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民族间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特殊性会逐渐消失，共同性增多，少数民族经济
研究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
但民族间的经济差异或特殊性不是短期内就能消失的，即使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民族间，也存在
着共同性基础上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像最初那样表现在生计方式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实体经济层面
，而表现在经济管理模式、企业组织形式等企业文化层面。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经济结构单一，活动空间有限，民族分布集中，同一民族从事的经济活
动具有许多共性的地方，民族经济的特征十分突出，这些共同性特征是其区分于其他民族经济的主要
标志。
即各民族的经济生活或从事的经济活动往往是不同的，或是有差异的。
即使是同一种经济类型，也因其发展历史、自然条件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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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汉族基本从事农耕经济，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基本形态是“男耕女织”以及家庭养殖业。
少数民族从事的农耕经济有些与汉族是基本一致的，如清中后期以来的部分蒙古族由游牧转向农耕，
发展到今天与汉族的旱作农业没有太大的区别。
一些少数民族虽然也从事农耕经济，但所处的自然环境使其具有明显的地域和民族特征，如南方一些
少数民族的山地农业、新疆维吾尔族的“绿洲农业”。
　　民族作为人们共同体，“共同经济生活”是其存在的重要条件。
在多民族国家，共同经济生活既表现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一致性或相似性，也表现为各民族不同的经
济发展和利益诉求，以及对本民族共同经济利益的认同，在特定时期或条件下和其他民族之间的利益
矛盾。
这时少数民族经济又有了相应的利益要求和政治内涵，并有可能引发不同民族间的利益冲突和民族问
题。
在中国历史上，时有民族间为了争夺草场、森林、土地、水资源等而发生的利益冲突和矛盾。
最典型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间的关系，形成了大致以长城为界，南耕北牧的生产格局。
双方在经济类型、产品结构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需求，这种需求既可以通过互市形式实现，“
茶马互市”是其代表形式；也可以通过军事入侵和武力掠夺，武力冲突自汉朝至清朝未曾中断。
还有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为了争夺土地、森林和水源而发生各种冲突和矛盾，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前屡见不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协调民族间的利益关系，
这种冲突和矛盾大幅度减少，但仍存在着利益差异和矛盾。
只要民族共同体存在，这种利益关系就存在。
　　在多民族国家，在主体民族占多数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经济往往是非主流经济，其发展与国家或
地区层面的经济发展可能是相背离或不一致的。
例如中国广东和福建两省，属于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处于国内
领先地位，但生活在闽东的畲族、粤西的瑶族大体仍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收
入低，有些处于贫困状态。
　　（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共同地域是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在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初期，地域
是空间基础。
民族经济存在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并由其生存繁衍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经济类型和生计方式类型，
因此民族经济不能脱离其空间形式而独立存在。
但少数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是有区别的。
如果某一区域生活的是单一民族，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具有高度一致性，如果同一区域生活着多个民
族，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存在着区别。
区域经济代表一定空间的发展条件、发展概况、发展趋势等。
在中国现有的行政管理格局下，区域经济除大的三个地带或几种不同的经济区划外，大多以行政区划
为主，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区域经济研究很普遍，区域经济利益也主要以行政区域利益表现出来。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在民族视角研究的基础上，大部分是基于区域层面的研究，即一定地域或行政
区划范围内的少数民族经济研究。
这首先是由于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离不开其生产生活的地域空间，少数民族的分布又具有相对聚居的
特点；其次是由于基于单纯民族视角的研究受到民族间杂居分布的影响，地域与民族在大部分情况下
不是高度一致的；同时，中国现有的经济统计都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逐级统计的，而以民族为对象
的统计除人口统计外，很少有专门的经济统计。
因此，在实证或发展战略研究方面，基本都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研究，而少数民族族群的研究相对薄
弱。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研究既可以把民族自治地方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也可以研究某个少数民族
省区、地州、县乃至社区的经济。
这些地区经济在每个层面上都具有一些共性特征，这些共性特征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有别于其他地区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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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具有共性特征的同时，不同地区、不同层面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又具有不同的特征。
如广西、内蒙古、新疆、西藏和宁夏五个自治区，其经济发展的共性特征是自然地理条件差，灾害频
发，经济发展落后于全国水平，资源型产业比重高，农牧业产值及就业人口比重高，贫困人口多等。
同时地区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从历史上的经济类型看，广西以农耕经济为主，其主体民族壮族主要从事农耕经济，以稻作农业和山
地农业为代表；新疆的维吾尔族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其农耕经济以“绿洲农业”为代表；而内蒙古
的蒙古族在以游牧业为基础的同时，大部分人口近百年来转向旱作农业，从事农耕经济；宁夏回族除
从事商贸业外，主体从事农业生产；分布在藏南河谷地带的藏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而藏北高原的藏
族主要从事游牧业。
虽然五大自治区都有农业生产，但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区域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同为西部地区的五大自治区，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从发展速度
和结构调整的角度看，各区都积极发挥政策和区位优势。
如广西发挥临海和在东盟经济合作中的有利地位，正在从山地经济走向海洋经济；内蒙古依托畜牧业
特色和能源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发挥品牌效应，经济增长率位居全国前列；新疆则发挥在
能源、特色瓜果、棉纺等产业的优势，综合发展能力得到快速提高。
同为民族地区的青海、贵州和云南，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与五省区共性的特点、矛盾和问题，但又存
在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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