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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课题是一种民族专门史、民族与统计整合兼容的尝试，带有多学科的特性。
如果我们预期研究成果问世以后，能够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动相关学科（如民族会计史、民
族财政史等等），能够为全方位研究民族史提供思路，那将是一件再好不过的盛事。
同时，本课题研究成果，亦可在民族高校作为学生的选修课，使其更全面了解民族文化传统；对国家
管理人员而言，以史为镜，可明得失，帮助吸取治国、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继承并发扬
管理统计方面的可取之处；对各民族和民族地区民众来说，本课题研究成果，可以作为一种民族读物
，激发其民族自豪感和共同振兴中华民族的力量，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发展。
通过研究，我们感觉到，古代民族统计是一项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
客观言之，在短时间内，任何个人或小群体都不可能将其十全十美地完成。
因此，本研究成果仅仅是一个初步成果，疏漏和谬误在所难免，有些地方还略显粗糙。
希望以此抛砖引玉，以求教于大方之家，更希望更多的统计学人参与到这项课题中来，以便承续专业
，薪尽火传，共同开创该领域的新书面以致力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边疆的巩固，邻国的友好
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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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全照，男，湖北南漳人，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统计学专业，现为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
生导师，湖北省经济管理、人文社科类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为：会计基础理论及运用、会计史、民族统计史等。
 
    杨全照教授从事会计、统计专业教学及科研工作30余年。
承担了省（部）级及协作科研课题2项，其中，国家民委的重点科研项目1项，参编并任副主编的教材1
部，发表专著1部。
先后在全国十多种核心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40余篇。
其中，《会统同源，交相辉映》，获全国经济统计改革与发展优秀成果二等奖；《现金净流量和净利
润差异分析》，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财务与会计导刊》全文收录；《我国企业会计制度改革的
动因及走向评析》，入围第五届中华管理英才论坛二等奖；2002年4月出席国家民委、国家统计局在昆
明举行的全国首届民族统计研讨会，其交流论文《我国民族地区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散论》，被收入《
现代科技理论成果文论大系》，获特等奖；2005年11月出席澳大利亚东方教育论坛在武汉举办的管理
科学与工程国际研讨会，其交流论文《国际会计模式差异的人文环境因素分析》在大会上作主题发言
，后在澳大利亚东方教育论坛论文集上发表，被国际权威检索机构——科学与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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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远古时期的民族统计　一、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民族地区原始计量记录行为的萌生　二、
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民族地区原始计量记录方法的过渡性转变　三、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前夜
，民族地区原始计量记录方法的变革　四、民族及民族地区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演进的启迪第二章 先秦
时期的民族统计　一、夏朝对民族地区的国势调查和“五服制度”　二、商朝的民族军事统计资料和
用人为牲的数量记载　三、西周官厅掌管民族统计的职官及民族地区行政机构的分组　四、春秋战国
时期的国情调查提纲和民族分类第三章 秦汉时期的民族统计　一、秦代的民族统计　二、汉朝的民族
统计第四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统一　一、吴、蜀对征服迁徙的南方少数民族，加强了编户管
理统计，促进了与汉族人民的逐渐融合　二、西北边陲少数民族内徙人口的统计记载，凸现出民族融
合的历史过程　三、东晋对北方南下少数民族侨民采用“土断”政策，强化了户籍管理统计　四、西
晋推行占田令，实施田租定额管理，并对少数民族居民采用减免的策略　五、北魏拓跋氏政权“均田
制”的实施，细化了授田种类和数量的管理统计，体现了早期社会统计方法的应用　六、西魏、北周
适应“府兵制”的推行，实行兵、民异籍的户籍管理统计制度，以加强民族统治政权的军事力量　七
、适应“均田制”等经济政策，苏绰创建了计账、户籍管理统计方法，为西魏及后来的北周系列经济
改革提供了强力支持第五章 隋唐时期的民族统计　一、运用分类管理的统计方略，对归附的边远地区
的少数民族群体实行“羁糜州”制度　二、强化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户籍管理与人口统计，使民族融
合的经济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三、进行土地全面调查统计，为恢复战乱后民族地区经济而推行均田制
做准备　四、注重屯田的规模效益，以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巩固边防建设第六章 宋辽金时期的民
族统计　一、宋代的民族统计　二、辽代的民族统计　三、金代的民族统计第七章 元朝时期的民族统
计　一、为加强对各族人民的统治，在民族、户籍、土地、赋税等方面采用了一系列统计分组法，以
从总体内部细化管理　　二、为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在人口户籍管理统计上实行村社制度、军
民异籍和推广千户制　三、将西南边疆的吐蕃人纳入宣政院直接管理之中，对各族户口等方面的统计
调查都较重视　四、适应粮食、仓储、交通、矿产等不断发展的需要，民族经济统计制度不断完善第
八章 明朝时期的民族统计　一、行政建制上继续践行分类管理的统计方略，“土司”制度颇具特色　
二、加强各民族的人口管理统计，建立了完备的户籍制度　三、矿冶和驿传统计的出现，反映了民族
地区矿冶发展和信息传达程度　四、明中叶以后的军费支出统计资料，折射出朝政内患外扰、民族冲
突加剧的困境第九章 清朝时期的民族统计　一、“八旗制度”中的层级分组，以“牛录”为最小层级
单位，体现了管理统计方法的应用　二、清顺治入关后励精图治，在户籍、人口的管理统计上采取了
系列举措　三、重立赋役簿籍，整顿赋役制度，赋役管理统计更臻完善　四、适应农业经济发展及其
调控的需要，国民经济统计日渐完善　五、因俗因地制宜的民族政策，统而不一的治国韬略，蕴含了
满清统治者统计分类思想附表：我国部分少数民族简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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