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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管理学、民族学、民族经济学和
其他有关学科的基本原理，以国家民族经济政策为依据，以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理论为对象，
对有关课题展开系统且有重点的研究。全书围绕“如何提高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有效性”这一核心
问题，试图以当代我国民族经济发展的现状为研究基点，以实证研究为主，广泛借鉴国内外在民族经
济政策研究方面的已有成果，以利益分析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运用调查研究、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
等社会学研究方法，对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尤其是这一政策的执行与评估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
理论探讨，找出其中的规律性，以期能弥补我国在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研究方面长期留存的缺憾，进而
从理论上为民族经济政策的高效执行提供方法论指导。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研究》的要点是： 第一，对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的形成及其特点进行
分析和概括。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为线索，分析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以及现
代化进程中的状况和趋势。
第二，对中国民族经济政策的执行和不断调整完善的特性进行分析和概括。从一般意义上对中国少数
民族经济政策进行理论分析，对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的概念、起源、基本内容、政策沿革进行阐述
，综述该政策的历史现状、发展成果及存在的问题。
第三，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及其制度进行全面分析，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及
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实际状况进行了论述。
第四，对西部大开发战略之于民族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民族经济政策的完善和
发展进行了全面论述，揭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制定及其实施，对民族地区特别是西部民族经济发展所
具有的里程碑的意义。
第五，在归纳和总结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将之同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国外不发达地区
经济政策实践，从比较中探讨国际经验对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示。
第六，通过对西藏经济发展的微观分析和民族经济政策在西藏自治区的成功实践的分析，解读国家有
关政策的贯彻情况，以及这一政策的科学合理性，从而进一步论证《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研究
》的中心内容和观点。
第七，对拓展新的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空间进行一定的展望和预测，提出了对我国民族经济政策进行不
断完善、补充，以及拓展新的民族政策空间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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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研究》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第一，用公共政策分析的方
法对我国当代民族经济政策发展理论进行分析和探讨。　　第二，通过对民族经济发展政策思想的发
展演变过程的梳理，寻求民族经济政策的理论核心；通过对民族经济发展政策理论的评价与分析，发
现其理论价值和理论误区或漏洞，进而提出自己对民族经济政策研究的看法，并对其展开分析论证。
　　第三，对一些有争议的民族经济政策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政策过程中的价值判断，政策目标
关系，政策手段选择基准，政策效果的时滞、失效及评价等问题。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少数民族
地区面l临的与民族经济政策有关的理论问题予以分析。　　第四，在传统的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的
思路上，补充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拓展新的民族经济政策理论研究的空间。　　第五，把民族经济政
策放在国家总的政策框架内进行研究。把西部大开发战略及其实施看成是对民族经济政策的完善和发
展，把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为国家民族经济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成功实施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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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的成果很少，值得认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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