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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村庄，是农民的聚居地，也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形式。
村庄形成于农业文明时代，在中国最为典型和普遍，迄今依然是中国基本的社会单位。
所有中国人，或是生于长于村庄，或是父祖辈来自村庄。
村庄是中华民族的根基，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立脚点和必须改变其內容和形式的地方。
认知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了解村庄。
　　中国的民族经济，包括以下层次：一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经济，二是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支民族
的经济，三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不论从哪个层次研究，都必须涉及村庄这个基本单位。
以往的民族经济研究和行政管理研究，对于村庄的关注，主要是在总体性的统计及对策方面，鲜有对
某一村庄的专注系统调查。
这种情况使我们所从事的理论探讨总显得有些飘浮，言不及意，大而不当。
反思许久，不能不下决心从小处做起，将村庄调查作为根基，扎实做去。
恰“九八五”项目实施，经费有所保障，故组织本创新基地近百名教师带二百博士、硕士研究生和高
年级本科生，结十五调查组，计划用六七年的暑、寒假，从五十六个支民族中各选一二典型村庄，深
入调查，总百佘村，每村一书，为中国民族经济三个层次研究，为政府行政决策，提供基础资料。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巴飘村调查>>

内容概要

本研究从村庄、农户、农民三个方面，力图全面展示巴飘村基诺族人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是从
一个村庄的变化看基诺族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虽然只是基诺族人民生活的缩影，但却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基诺民族勤劳、朴实、善良、夫妻和睦、邻里友好、尊老爱幼，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的
民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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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车白跟我们提到，他家还有4亩退耕还林的田地，每年政府会将1000元打人他们的惠农卡中，作为
补贴。
按照国务院、党中央的部署，巴飘村从2002年开始开展和推广退耕还林政策，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
用权的基础上，实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的政策，并对退耕的农户按照退耕的土地
面积数给予相应的补贴。
对于这项国家政策的补贴标准，车白表示自己觉得很合理。
他认为，不仅这项政策，大部分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和补贴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合理的标准
，然而他认为国家的决策者们可以适当考虑更多地向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提供技术支持。
因为现在大部分基诺族山区仍然是靠天吃饭，给予好的政策以及优越的补贴在提高基诺族人民的未来
收入水平以及生活能力上的作用是有限的，只有通过科技推广，让每家每户更多地掌握先进且针对本
地区状况行之有效的技术，对于村民的帮助才能更为显著。
我们认为车白的这个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通过优厚的补贴以及
优惠的政策最大限度地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总体收入水平以及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是行之有效的
，然而，如果使村民们更多地掌握先进且易掌握的技术、更好地提高民族地区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水平
，从基础上夯实村民的致富能力以及丰富村民的致富手段，才是授之以渔的最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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