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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研究》包括导论、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类型、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简史、草
原畜牧业、县域经济与农村经济发展、特色经济与农业产业化、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民族地区贫
困与反贫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与民族现代化11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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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简史　　有关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史的系统研究非常有限，
而有关农村经济发展史的研究就更少。
这部分研究对我们了解各民族的历史，认识现实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有重要的
学术意义。
下面主要对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农村管理制度和生产发展史进行简要的回顾和总结。
　　3-1　农村生产关系发展简史　　在农村，土地制度是全部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生产关系变革的
核心是土地制度的变革，土地的所有、占有和支配关系直接影响农业生产活动。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关系以1949年为重要分水岭，之前，生产关系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处于
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的民族具有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之后，跨越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建立了统
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与全国一样，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地区农业生产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改革而调整和变化，这些变
革主要也是围绕土地占有和使用关系展开的。
除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阶段土地集体经营外，1949年以来，以农民为主体的、按社区人口平均分地
为实质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大的变革已经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是1949-1952年的土改，第二次是1978
～1982年的&ldquo;大包干&rdquo;，第三次是1997-1999年落实&ldquo;30年不变&rdquo;的延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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