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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课题内分“民主改革历史资料”、“民主改革口述历史”、“民主改革与四川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民主改革与四川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四个子课题。
    其中“民主改革历史资料”课题包括《川西北藏族羌族社会调查集》、《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资
料集》和《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大事记》，从社会调查、文献资料、基本措施及主要历程以反映
四川民主改革的由来、方式、经过及后果。
    “民主改革口述历史”课题组成员对四川民主改革的领导者、参与者、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及普通群
众的多次采访，搜集了120余万字口述资料，在此基础上，整理及选编具有代表性的资料，形成系列的
《四川民主改革口述资料集》。
    “民主改革与四川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课题依据相关资料及调查数据，就民主改革对四川彝族地
区、藏族地区及羌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展研究，分别撰写《民主改革与四川彝区经济发展》等三部著
作，说明民主改革的必要与必须，在于改变了民族地区旧的不合理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极大
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民主改革与四川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课题从制度层面、思想观念及文化变迁等方面认识民
主改革对四川彝族、藏族及羌族等社会变革、思想解放的重要促进及广泛影响，分别撰写《民主改革
与四川藏区的社会文化变迁》等著作，揭示民主改革实现了四川民族地区的制度统一、思想解放及文
化发展等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主改革与四川彝族地区经济发展研>>

作者简介

郑长德，男，1962年6月生，四川省广元市人，经济学博士，现任西南民文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金融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主改革与四川彝族地区经济发展研>>

书籍目录

总序第一章　区位与禀赋　第一节　位置、幅员与人口　第二节　建置与沿革　第三节　自然环境　
第四节　  自然资源禀赋第二章　开发简史　第一节　早期开发概述　第二节　近代经济社会发展概
述　第三节　  民主改革以来凉山彝族自治州新面貌第三章　经济增长　第一节　经济发展的历程　
第二节　经济增长的分解　第三节　经济增长：比较研究第四章　产业结构的演进　第一节　所有制
结构的演进　第二节　产业结构的演变　第三节　民营经济的发展第五章　农业、农村经济与扶贫开
发　第一节　土地制度的变革　第二节　农业与农村经济概况　第三节　农业、农村经济问题及发展
思路　第四节　贫困与扶贫开发第六章　  工业化与工业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工业经济的增长　第
二节　工业结构的变化　第三节　工业经济效益　第四节　工业的地理分布　第五节　工业经济发展
的阶段　第六节　工业经济发展展望第七章　交通通信业的发展　第一节　交通运输的发展　第二节
　凉山州交通运输的差距和问题　第三节　凉山州基础设施供给改善的政策建议第八章　旅游业的发
展　第一节　丰富的旅游资源　第二节　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分析　第三节　培育支柱产业，
建设旅游经济强州之路第九章　投资与资本形成　第一节　固定资产投资　第二节　投资资金的筹措
　第三节　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2000-2006）第十章　财政与经济　第一节　财政收入与结构　第二
节　财政支出与结构　第三节　财政赤字与财政依存度第十一章　金融与发展　第一节　金融发展简
史　第二节　金融深化　第三节　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第十二章　人口与发展　⋯⋯第十三章　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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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开发简史　　第一节　早期开发概述　　凉山州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篇章，她
的开发史则是彝汉及其他少数民族兄弟在这片热土上为追求生存和发展，寻找幸福和自由而共同写就
的奋斗史。
凉山州人民从穴居山洞、食肉衣皮、散在溪谷，随畜迁徙的蛮荒状态逐步走向近现代文明，其间经历
了数千年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一、古蜀、秦、西汉原始畜牧业时期　　凉山州有文字记载的人类活动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
当时古蜀国统治疆域已达今天云、贵、黔部分地区，根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古蜀王杜宇“以南中
（编者注：大约与现在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地域范围相当）为园苑”，可见当时凉山彝族自治州不
仅已经有人类活动，而且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人类有目的的开发活动。
　　古蜀为秦所灭后（约公元前310年），秦的统治势力达到西南部的“邛地”（约与今天凉山彝族自
治州相当）、“笮地”（与今川滇交界的盐源、盐边、华坪、永胜、宁蒗诸县相当）和“江南地”（
约今金沙江以南的丽江、大姚、姚安诸县）。
秦王朝统治期间，在南中地区设立了郡县，从此，凉山彝族自治州名义上便纳入到中央政府的管辖之
下，出于经济交往和行政管理的需要，秦以蜀为根据地开拓西南夷民地区，道路建设是这一时期开发
的重点，李冰在任蜀郡太守期间曾在川滇交界的焚道（今四川省宜宾市）地区开山凿崖，修筑通往西
南夷地区的道路（即五尺道），后来常额把李冰所修筑的僰道往前延伸，从今四川省宜宾市一直修到
今云南省曲靖市附近，这是一条通过西南夷地区与国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最古老的交通线（今人称为“
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
行政上的统一和交通的改善大大地促进了西南夷与内地的联系。
西南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交往逐渐频繁，从经济交往的内容上看，南中地区物产主要是笮马、旄牛等畜
牧产品，这说明原始畜牧业是当时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主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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