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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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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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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族经济研究导论　　民族经济研究从何着手？
研究什么？
这些问题尽管已成为老问题，但由于众说纷纭，语焉不详，迄今这些问题实际上仍在困惑着局中之人
。
现在重提这些问题，不一定能有答复，也可能是自己为自己设了圈套。
不过，问题既已存在，总是要面对的。
　　本章无意对民族经济研究给出纲领性的设计，而只是从提出的问题和随意抒发的姿态进入险地。
工具、武器也没有准备好，只能随机应变了。
　　1.1　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　　20多年来，民族学与经济学合演了一曲二重奏，但迄今流传未广，
甚或质疑之声不断。
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未能找到得当的分析框架和工具，因此
未能有说服力地演绎学科理论的逻辑关系。
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的澄清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
　　1.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依据　　1.1.1.1　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是否可能　　抽象的人类经
济行为是经济研究的主题，经济人一直充当着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言人，高举着抽象分析的旗帜，推动
经济分析数量化的潮流。
在这种形势下，具体的有鲜活个性的人是否还能生存？
民族角度的经济研究是否可能？
这既是对传统的挑战，同时也是对提出问题自身的挑战。
　　民族经济的提法是存在的。
但为人们所熟悉的内涵反映的是欧洲传统，民族经济是从民族国家、国民经济的角度提出，①国家被
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②主体明确，边界清晰，不证自明。
民族经济直接以国民经济出场，提法本身并不涉及国内不同民族经济的差异，差异只在国际之间的比
较中呈现。
　　中国的传统与欧洲的传统迥然不同。
中国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这样，民族经济从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中提出，情况便有很大的不同。
在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中，一方面，各民族体整合为统一国家的新整体，在国际关系中以国民经济
的整体利益出现；另一方面，各民族体的自我认同仍然存在，在国内民族关系中以民族差异和民族个
体的利益出现。
因此，一旦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提出，民族经济便已游离于欧洲传统的国家框架之外而指向具体
的民族存在。
　　那么，能不能从具体民族的角度切入经济研究的领域呢？
其实一百多年前类似的问题便已经提出来了。
1895年5月，马克斯·韦伯在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同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题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的就职演讲中认为，东部德国的人口除了在社会分层上区分为农民和“容克”以外，还有第三种差
异，就是民族性的差异。
两个民族在心理与体质上的差异使他们对经济和社会条件的适应能力不同。
哪个民族更能够适应既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哪个民族就能获得胜利。
政治经济学一旦涉及价值判断，就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系，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从不停歇
。
①同一年，法国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认为，种族的特征属于生理和心理的
范畴。
如果心理现象能够有效地影响社会，发生他们具有的因果效用，则社会生活就应该随着种族特性的变
化而变化。
但是，我们还从来没有发现一种社会现象是完全依存于人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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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心理因素不能决定社会形式，所以它就不能解释任何一种社会形式。
②　　迪尔凯姆和韦伯的学术智慧和探索精神都是无可置疑的，但判断却是如此的不同，使我们无所
适从。
不过，我们倒是可以借用迪尔凯姆的探索精神来反省迪尔凯姆的立论。
“既然存在着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我们就应该希望这门科学不应是对传统偏见的简单复述，而应使
我们以不同于常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因为凡是科学，其目的都在于发现，而凡是发现，都要或多或
少地动摇既有的观念。
”③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就是社会事实。
那么，民族的存在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是怎样存在和生活的呢？
与具体生活环境相联系的民族生存方式并逐渐认同的民族利益与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到底发生了什么
关系？
这是我们接受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准则时必然思考的。
当然，这是倾向书伯立场的思考，即倾向于经济生活中存在民族差异的思考、可能从民族的角度研究
经济的思考。
问题是，无差异的经济理论能否解释不同民族间经济生活的差异？
民族问的经济差异根源于何处？
民族特点足怎样反映在经济生活中的？
这些问题的提出虽然增加了韦伯立场的压力，但恰恰表明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的理论空问的存在，
为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的可能性提供了资源。
　　1.1.1.2　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是否必要　　不管人们如何去定义民族概念，或解构或建构，民
族的存在是一种基本社会事实。
民族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发展是民族存在的基本要求。
这种要求是与经济生活中事实存在的民族差异相关联的。
经济生活巾事实存在的民族差异除了通过各种形式呈现出民族特色之外，更为突出的是在社会经济发
展过程中，民族利益的实现状况成为民族经济基础的要素，表现出与民族分布地理格局相关的经济发
展差距。
民族间经济发展差距成为民族发展差异的特殊形式和民族差异的负面现象。
如中国的民族分布与民族发展总体上呈现出这样的格局：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两部高原、山区、边疆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于东部汉族地区。
在总体上，少数民族人口在地区总人口中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以2002年全中国、5个自治
区、30个自治州、119个自治县（旗）四个空间层面的人口构成及发展指标为例：（见表1—1）　　
表1—1中所反映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指标的相关性只是一种粗略的大概倾向。
但这一现象本身已说明经济发展过程中民族差异的存在并不是虚构的。
当经济发展过程存在民族利益实现状况的差别，并表现为少数民族的整体相对滞后时，经济发展指标
所反映的就已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被涂上民族关系的政治色彩，成为诉求民族平等正当利益的
依据。
因此面对事实存在的民族差异，在经济理论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也必然产生对经济发展制度安排应采
取因地因民族制宜的要求。
　　经济生活的民族差异对经济理论的普适性提出挑战。
无差异的理论模式和经济发展政策施之于有差异的民族发展过程是否同样有效？
对政策措施“一刀切”的抨击，实际上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被高度抽象，滤去具体差异的一般化理论，在因其一般化而产生普适性假设时，也因其一般化对具体
差异的掩盖而存在未能反映差异的局限，因理论的一般化而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应对的针对性。
被高度抽象为一般形象的“经济人”与经济生活中现实的人已相差甚远，由其理论所指导的政策实践
也因之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
　　在经济生活中存在民族差异的事实当然不能否定高度抽象的经济理论的一般化意义。
高度抽象的理论的一般化意义，姑且称为“经济一般”，用哈耶克的话说，“所有我们能够证明而且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

必须证明的只是，在特殊情况中我们的假设存在”。
“经济一般”的假设存在于各民族经济生活的差异中，用于解释的抽象理论，努力揭示各民族经济生
活的一致性，这只是理论的一种方式，而非惟一方式。
②抽象理论以具体事实为基础，但抽象理论不等于具体事实，抽象理论重新面对具体事实时，已是似
曾相识，抽象理论要有效地解释具体事实，就面临一个重新具体化的问题。
抽象理论的重新具体化，要求具体事实得到理论更充分的解释，理论的一致性为事实差异留有余地，
“经济一般”为民族差异留有余地。
　　“经济一般”为民族差异留有余地的具体政策实践，就是克服经济政策实施的“一刀切”方式，
走出无差异经济政策的局限，针对民族问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的差异，实施适应民族发展要求的经济政
策。
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解释民族差异复杂结构正是政策实践的需要。
　　1.1_2　民族角度的经济分析框架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从一开始便提出从经济方面
来研究民族问题和从民族方面来研究经济问题，③对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也给出了诸多描述，甚至
也探讨了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的价值问题，但迄今的论述，总体上的思辨、论证不足，论述基本是
内容汇集式的论述，缺乏学理探索的理论觉悟。
即使新近的研究成果所表现的对研究思路转变的积极探索，提出界定民族因素，构建新的民族经济学
基础理论，②也没有提出清晰的学科分析框架，没有解决如何从种子萌芽成长为树木的问题。
　　要解决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从种子萌芽成长为树木的问题，关键是寻找到
有生命力的种子。
这颗种子就是民族概念本身。
提出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构建民族角度的经济分析框架，并不是仅仅把民族作为一种视角，而是
把民族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由民族概念内涵的基本素质演绎经济生活中民族差异存在的必然性及表
现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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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哲学
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学术出版物。
全书共分三篇十四章，内容包括：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经济的结构变迁，利益协调与发展政策。
此外，还有附录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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