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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应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总结了云南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并提供了一套
云南民族经济在现阶段条件下可操作的模式，使之成为云南的实施，为云南民族经济的大发展时确了
方向。
这些模试如能在今后的实践中得到验证，将会极大地证明发族经济学作为一种有用的经济管理论的前
景和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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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隋、唐、宋时期，“氐羌”系统各族群逐步形成藏缅语族中的各族。
其中“河蛮”(洱河蛮)、“松外蛮”、“白蛮”逐步形成了“白族”，而“乌蛮”逐步形成了彝族，
“乌蛮别种”则分别发展为哈尼(和蛮，亦称河泥)、拉祜、阿昌(寻传蛮)、景颇(裸形蛮)、傈僳族。
　　“百濮”系统各族群后来形成云南的孟高棉语族(属南亚语系)各族。
“濮”人之中已分化成“朴子”(又称“蒲蛮”或“蒲人”)和“望”(又叫“望苴子”、“望外喻”)
两族，前者形成今天的布朗族和德昂族，后者形成今天的佤族。
　　第二，中原和北方统治民族进入云南，不仅使大批汉族进入云南，也带来了一些少数民族人口。
如蒙古族、回族、普米族和满族的人口，大多数是元代随蒙古军、畏吾儿军或清军先后人居云南的。
　　第三，有的少数民族人口，是元明清时期因避难逃荒或其他缘故，先后从四川、贵州、广东、广
西、湖南等地迁入云南的，如苗、瑶、布依、水族等。
　　到了明清之际，云南境内各族的分布和族称已趋稳定。
其分布大势是：汉族主要居住在城镇和内地坝区；原属于氐羌部落集团的各民族，多居住在今保山、
大理、楚雄至昆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原属于百越部落集团的各民族则居住在云南文山、红河、西双
版纳和思茅等地；原属于百濮部落集团的各民族居住在云南临沧、德宏一带，他们与原百越集团各民
族有交错杂居现象。
　　3．语言文字　　在二十多个民族中，回族、满族与汉族共同使用汉语，其余民族均使用本民族
的语言。
从语系上看，以汉藏语系为多，其中属藏缅语族彝语支的有彝语、僳僳语、纳西语、哈尼语、拉祜语
、基诺语、白语；景颇语支的有景颇语、独龙语；藏语支的有藏语；羌语支的有普米语；还有藏缅语
族未定语支的怒语、阿昌语。
属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的有壮语、傣语。
属苗瑶语族苗语支的有苗语，瑶语支的有瑶语。
属南亚语系的有佤语、德昂语、布朗语。
这些语言中，有的民族语，又分为几个方言，如傣族有西双版纳用的傣泐语，德宏用的傣那语，孟连
等地用的傣绷语。
纳西族有以永宁地区为中心的东部方言区，以丽江为中心的西部方言区。
哈尼语、佤语，也有三种方言，彝语则有六种方言。
　　二、民族关系的特点　　民族关系是指不同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
在阶级剥削制度下，云南各民族既有友好往来、互通有无的一面，又有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和民族掠
夺的一面。
历代统治者往往人为制造民族间互不信任的敌对关系，民族之间隔阂很深。
建国后，党和政府疏通了民族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坚持民族平等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已形成了团结、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其主要特点如下：　　1．云南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有的立体分布，为各民族间优势互补、互通
有无提供了良好条件。
云南5000人以上的民族有26个，都是交错而居。
全省127个县(市、区)没有一个民族是单一民族的，也没有一个民族只住在一个地方，每一个县一般
有5—10个民族世居，每一个民族一般聚居在5—10个县，有一些民族甚至在几十个县、近百个县都有
，汉、回、苗、彝、自、壮、傣等民族几乎127个县都有分布。
由于云南立体气候、地形，民族分布也是立体的，在滇东南文山州有“苗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壮
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的说法；而在滇西南的德宏州，住热带河谷的是傣族，亚热带半山区的是景
颇族和德昂族，温凉半山区的是阿昌族，住山区的是汉族，住高寒山区的是傈僳族。
当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民族成分多起来了，白、回、哈尼族农民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
，为多民族之间的优势互补提供了便利。
　　2．云南大多数民族有共同的历史渊源，有强烈的同根意识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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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多数民族都是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及南亚孟高棉语族，彼此之间血缘比
较接近，很多民族都有从祖国西北、华南迁徙而来的历史或传说，来云南较晚的蒙古族、回族、满族
等民族更直接来自内地，即使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都系古代濮人的后代，至少
在2000年以前的西汉时期就已定居云南。
云南许多民族传说中都有“一母生三子”，变成三个民族，或“葫芦生四子”的传说。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云南各民族在反民族压迫，反帝国主义入侵的斗争中休戚与共，共同创造了民
族团结和民族发展的局面。
　　3．云南的少数民族中有15个与聚居在国境外的居民属同一个民族，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于历史原因，云南有15个民族在东南亚均有分布，虽然在境外称谓不同，但因共同的历史渊源、语
言和文化习俗，自古以来关系密切，乃至有通婚、互市、共耕的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云南这15个少数民族及克木人与境外居民同属一族的共达2700万人。
如与壮族同属一族，在越南分别称为“贷族”、“依族”的有140万人；傣族在东南亚分别称为“泰族
”(越南、泰国)、“佬族”(老挝)和“掸族”，约2400万人；布依族，在越南分别称“布依族”、“都
依族”、“布那族”、“热依族”，共2．9万人；苗族在东南亚有66．7万人；瑶族有24．4万人，哈
尼族在东南亚分别称为“阿卡”(泰国)、“高族”(缅甸)等，有13万人；傈僳族在东南亚有5．5万人，
拉祜族有7．13万人；阿昌族在缅甸称为“迈达族”，约有3-4万人，怒族在缅甸约有1万多人；景颇族
在缅甸称为“克钦族”，约有56万人；独龙族在缅甸约有100人；德昂族在缅甸约有10万人；佤族在老
、缅、泰三国约有10万人，布朗族在老、缅等国约有数千人。
此外，西双版纳的克木人虽只有2500人，但在东南亚分布广泛，有40万人左右。
　　三、民族区域自治　　云南自1951年以来，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先后设立了自治机关，行使
自治权力，实现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的内部地方性事务。
到现在全省已建立了8个自治州和29个自治县，成为中国民族自治州、自治县最多的省份，民族自治地
方共79个县(市)，占全省128个县(市)的62％。
在5000人以上的25个少数民族中，已有彝族、白族、哈尼族、壮族、傣族、苗族、景颇族、傈僳族、
藏族、瑶族、回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独龙族、怒族、普米族、布朗族等18个民族实现了区域
自治。
　　为保障杂散居少数民族的权利，又建立了194个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补充形式：　　表1—3
云南省民族自治地方一览表　　┏━━━━━┳━━━━━━━━━━━━┳━━━━━━━━━┓
　　┃　州、县　┃　　名　　称　　　　　　┃　　成立时间　　　┃　　┣━━━━━╋━━━
━━━━━━━━━╋━━━━━━━━━┫　　┃　自治州　┃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　
　1953．1．24　 ┃　　┃　　　　　┃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　　1953．7．24　 ┃　　┃　
　　　　┃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　　1954_8．24　　┃　　┃　　　　　┃　大理白族自治
州　　　　┃　　1956．11．22　┃　　┃　　　　　┃　迪庆藏族自治州　　　　┃　　1957．9
．13　 ┃　　┃　　　　　┃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　　1957．11．18　┃　　┃　　　　　
┃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　　1958．4．1　　┃　　┃　　　　　┃　楚雄彝族治州　　　　
　┃　　1958．4．15　 ┃　　┗━━━━━┻━━━━━━━━━━━━┻━━━━━━━━━┛
　　┏━━━━━┳━━━━━━━━━━━━━┳━━━━━━━━━━┓　　┃　州、县　┃　
　名　　称　　　　　　　┃　　成立时间　　　　┃　　┣━━━━━╋━━━━━━━━━━━
━━╋━━━━━━━━━━┫　　┃　自治县　┃　峨山彝族自治县　　　　　┃　　1951．5．12
┃　　┃　　　　　┃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　　1953．4．7　　　┃　　┃　　　　　┃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　　1954．5．18┃　　┃　　　　　┃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　
┃　　1954．6．16┃　　┃　　　　　┃　县　　　　　　　　　　　┃　　　　　　　　　　┃　
　┃　　　　　┃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　　　┃　　1955．10．16　　┃　　┃　　　　　┃　宁
蒗彝族自治县　　　　　┃　　1956．9．20┃　　┃　　　　　┃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　
　1956．10．1┃　　┃　　　　　┃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　　　┃　　1956．11．9┃　　┃　　
　　　┃　路南彝族自治县　　　　　┃　　1956．12．3l　　┃　　┃　　　　　┃　丽江纳西族
自治县　　　　┃　　1961．4．10┃　　┃　　　　　┃　屏边苗族自治县　　　　　┃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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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　　┃　　　　　┃　河口瑶族自治县　　　　　┃　　1963．7．11┃　　┃　　　
　　┃　沧源佤族自治县　　　　　┃　　1964．6．28┃　　┃　　　　　┃　西盟佤族自治县　　
　　　┃　　1965．3．5　　　┃　　┃　　　　　┃　南涧彝族自治县　　　　　┃　　1965．11
．27　　┃　　┃　　　　　┃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　　1979．11．28　　┃　　┃　　
　　　┃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　　1979．12．20　　┃　　┃　　　　　┃　元江哈尼族
彝族傣族自治　┃　　1980．11．20　　┃　　┃　　　　　┃　县　　　　　　　　　　　┃　　
　　　　　　　　┃　　┃　　　　　┃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　　1980．11．22　　┃　
　┃　　　　　┃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　　1985．10．13　　┃　　┃　　　　　┃　漾
濞彝族自治县　　　　　┃　　1985．11．1┃　　┃　　　　　┃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　
　1985．11．25　　┃　　┃　　　　　┃　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　　1985．12．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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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马丽娟博士撰写的《多型论：民族经济在云南》一书即将出版，作为她的导师，我感到
由衷的高兴!　　《多型论：民族经济在云南》一书是马丽娟在她三十多万字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
完成的。
其博士论文在答辩中曾获得答辩委员会专家们的一致好评，并被评为2001年中央民族大学优秀博士论
文。
　　民族经济理论，是二十多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
一个理论，是由一批人来完成其“系统化”的，系统化需研究出这个理论在逻辑上的各个环链，建立
起应用的领域和对现实世界的“切入点”，并区别这个理论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差异和特点，通过这么
一个过程，“好的”和“有用的”理论才会具有它的价值和生命力。
马丽娟博士的这篇论文，就是民族经济理论系统化上的重要的一步。
它阐释了民族经济学中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并为民族经济的致用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理由。
通过对民族经济理论的逻辑解释，它还特别强调了经济发展中的平衡原则。
　　在本书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马丽娟博士清晰地区分了“区域经济”与“民族经济”这两个基本概
念。
多年来，很多人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这两个概念一混淆，民族经济就失去了它前进的方向。
因为民族经济的所有观点和结论，都必须建立在它自己的、或者说与区域经济不同的方法、对象和关
注点之上。
　　“民族经济”如果依照马丽娟博士的研究成果继续下去，就会得出一些很有意义的延伸。
你会发现民族经济对“发展”的理解，回答了很多人们经常讨论的问题，比如“贫困”问题。
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加大投资”，或者再做一些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可是除
此之外呢，人们很少去设想释放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往往是最贫困的地区)群众的经济创造能力
。
在下面的正文部分，有一节对云南20世纪40年代的“工业合作社”运动做专门的考察和分析，这对今
天我们如何开发西部地区就很有启发意义。
我认为，这就是民族经济独特的操作方式的实际事例。
　　在北京举行的“2002年春季民族经济与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马丽娟博士做了演讲，她这样说
：“有一个事实非常清楚：比资源更稀缺的，是资金，广大的民族地区不能指望用‘投资经济’来发
展如此大面积和广泛的区域；然而比资金更宝贵的，是人的行动——基于少数民族同胞对发展的强烈
愿望上的行动，只要找出一条合适的发展方式，在贫困的民族地区，就会进发出无穷无尽的潜力。
”　　民族经济正是为少数民族地区找到合适的发展道路的理论，它能让人们逐渐积累，积极行动，
并通过经济环境的改善和塑造，使民族地区实现少数民族群众对商品经济的适应和民族地区社会基层
结构的优化，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施正一　　200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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