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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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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1章 劳动者素质技能是经济发展的根据　第一节 劳动者——劳动和生产的主体　　一、劳动是人
本质的核心要素　　二、劳动者是生产的主体，并应成为社会主体　　三、劳动历史观是劳动主体对
社会历史的基本认识　　四、劳动价值论是劳动者的经济观　第二节 经济与经济发展　　一、经济是
人以劳动有意识地在交往中满足需要的社会过程　　二、经济发展是人本质各要素的矛盾运动进程　
第三节 劳动者素质技能　　一、身体素质　　二、技能素质　　三、文化精神素质　　四、劳动者素
质技能三要素的内在统　第四节 劳动者素质技能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　　一、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
发展人　　二、劳动者素质技能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三、劳动者不是“生产要素” 　第五节 
劳动者素质技能与社会地位的辩证关系 　　一、劳动者素质技能对其社会地位的作用 　　二、劳动
者主体意识的提升　　三、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劳动者社会地位的保证　第六节 劳动者
的社会地位制约其素质技能的提高和发挥　　一、劳动者社会地位的确定最终要落实在权利上　　二
、劳动者社会地位对素质技能的促进与阻碍作用 　　三、劳动者素质技能与社会地位的矛盾是人类社
会的基本矛盾　　四、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　第七节 社会主义是确立劳动者主体地位，提高并发
挥其素质技能的理论、运动与制度　　一、社会主义与劳动者主体地位的确立　　二、社会主义理论
是劳动解放的意识形态　　三、社会主义运动是劳动解放的组织和社会行动　　四、社会主义制度是
劳动解放的法权保证与社会形态    五、社会主义是理论、运动与制度的统第2章 少数民族经济是中国
经济的重要内容　第一节 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二、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及构成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形成和概念规定　　一
、少数民族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概念规定　　三、中
国少数民族经济的现状　第三节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定位　　一、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在中国经济
发展中的位置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影响第3章 劳动者素质技能相对低下是少数民族
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　第一节 劳动者素质技能相对低下直接制约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第二节 中国少
数民族劳动者素质技能现状分析　　一、身体素质情况　　二、技能素质的现状　　三、文化精神素
质的现状　第三节 少数民族教育滞后阻碍少数民族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　　一、教育是提高劳动者
素质技能的基础　　二、少数民族教育的滞后　　三、少数民族劳动者职业教育发展缓慢　　四、典
型分析：云南省25个世居少数民族受教育状况 　第四节 制约少数民族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的历史和现
实因素　　一、较低的社会发育程度制约着经济体制改革　　二、一些宗教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三
、传统习俗的不利影响　　四、一些少数民族劳动者安于现状的精神状态　　五、地区政策因素第4
章 确立和保证少数民族劳动者主体地位，提高其素质技能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一节 
中国经济改革的意义、原则、目标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意义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　
　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第二节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　　一、中国
经济改革和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　　二、不能以“资本主义”指导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三、西方
发展经济学同样不能指导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改革和发展　　四、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的主导意识不能指
导其经济发展　第三节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一般性和特殊性相统　　一、中国少数民
族经济体制改革的一般性　　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性　第四节 确立并保证少数民族
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提高并发挥其素质技能　　一、进一步落实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关于少数
民族劳动者地位的规定　　二、政府为提高少数民族劳动者素质技能创造社会条件　　三、发挥少数
民族劳动者提高素质技能的主动性　　四、通过社会力量帮助少数民族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第5章 在
改革中促进少数民族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是少
数民族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的途径　　一、社会主义制度为少数民族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开辟了广阔
的道路　　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必须以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　　三、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
化体制应当随着少数民族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而变革　　四、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于保障少数民族
劳动者以不断提高的素质技能进行制度创新　第二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宗旨是提高劳动者
素质技能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区别：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
技能为宗旨，还是以追求利润为宗旨　　二、确立并保证少数民族劳动者权利，促进其素质技能的提
高　　三、少数民族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是社会和谐发展的保证　　四、以切实的经济、政治权利
作为少数民族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的依据　第三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提高少数民族劳动
者素质技能　　一、以经济体制改革确立并保证少数民族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　　二、社会主义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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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市场经济体制对少数民族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的促进　　三、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要注重提高少数
民族劳动者素质技能　第四节 经济改革要为少数民族劳动者发挥其素质技能创造必要条件　　一、劳
动者素质技能提高与发挥的内在统　　二、少数民族劳动者发挥其素质技能的过程也是进一步提高的
过程　　三、少数民族劳动者素质技能在发挥与提高的统一中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五节 少数民族
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是生产方式转变的依据　　一、工业化是现阶段少数民族生产方式转变的关键
　　二、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是少数民族生产方式转变的根据　　三、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化提供
必要的资金和物质条件　第六节 在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的过程中调整少数民族经济结构　　一、确立
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在少数民族经济结构中的核心地位　　二、调整少数民族经济结构要围绕劳动者
素质技能结构展开　　三、少数民族经济中的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　　四、少数民族经济结构系统全
面的调整　　五、优化少数民族经济的运行机制第6章 提高少数民族劳动者素质技能的社会条件和措
施　第一节 坚持并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少数民族劳动者社会地位的保
证　　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改革和深化　第二节 创新少数民族教
育体制　　一、端正指导思想，充分认识少数民族教育的战略地位-　　二、实行开放的少数民族教育
发展战略-　　三、以点带面，逐步推进少数民族教育发展　　四、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对少数民族
教育的投入　　五、切实普及少数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　　六、加强领导和考核，将少数民族地区教
育改革与发展落到实处　第三节 强化对少数民族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和培训　　一、职业教育和培训是
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必要方式　　二、增加国家对少数民族劳动者职业教育的投入和管理　　三、鼓励
引导一切社会力量兴办少数民族职业教育　　四、扩大和深化少数民族地区的职业培训　第四节 创造
提高少数民族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文化条件　　一、以现代化观念营造民族文化环境　　二、加强社会
主义文化导引　　三、以社会主义调动少数民族劳动者提高素质技能的主动性参考文献结束语

Page 4



《自强不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