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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套装共2册)》分绪论、上编和下编三部分。
《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套装共2册)》的绪论对西部开发的有关理论和概念进行了探讨，列举和分析
了西部开发历史研究的有关成果，指出西部的历史就是一部开发史，论证了西部大开发离不开历史经
验的借鉴。
对当前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提出了九点政策建议。
上编题为《西部开发的历史与实践》，分朝代、分阶段对先秦至当代的西部开发史进行了全景式的审
视和扫描，分析其特点、成绩、缺失和局限，总结中国历代西部开发的规律，为西部大开发寻觅借鉴
。
下编题为《西部开发的历史反思》，以建立和谐社会的28字要求为指针，分不同专题，以切片的形式
，从西部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西部各地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历代开发与西部经济地位的
变化，西部开发与国家安定富强，历代西部开发与国家政治，历代开发与民族宗教政策，历代开发与
西部文化教育，历代开发与西部人口变化，历代开发活动与西部生态环境，西部开发历史反思的总结
等10个方面，对历代西部开发的特点、规律、影响、经验、教训等进行了全方位、多侧面的检讨和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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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上）》目录： 绪论 经世致用，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寻觅借鉴 一、概念——
西部和开发 二、研究状况综述 三、西部历史是一部开发史 四、西部大开发离不开历史经验的借鉴 五
、对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主要建议 上编西部开发的历史与实践 第一章早期的西部开发 第一节原始
时期的西部开发 第二节传说时代的西部开发 第三节羌戎蛮夷诸族对西部的开发 第四节周人对西部的
开发 第五节早期西部开发的经验教训 第二章秦人的西部开发 第一节安定羌戎，扩张疆土 第二节陆路
和水路交通的开发 第三节经济的开发 第四节道德风俗的整顿 第五节思想文化的开发 第六节秦人开发
西部的经验教训 第三章西汉的西部开发 第一节驱逐匈奴，保卫皇朝安定 第二节设置西域都护，开通
丝绸之路 第三节平定南越国，领有西南夷，推动西南地区发展 第四节设置郡县，移民实边 第五节军
事屯田，巩固边防 第六节发展畜牧业，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第七节文化的发展 第八节西汉西部开发的
经验教训 第四章东汉魏晋南北朝对西部的经营 第一节两汉之际和东汉对西部的经济开发 第二节羌蛮
造反及东汉皇朝的应对 第三节曹魏对西北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恢复 第四节蜀汉对西南地区的开发 第五
节西晋的西部经营 第六节成汉对云、贵、川的开发 第七节三秦、五凉对西北的开发 第八节北魏、北
周对西北的开发 第九节东汉至南北朝西部经营的经验教训 第五章隋唐对西部的开发 第一节隋朝对西
部的开发 第二节唐朝前期的边防和民族政策 第三节唐朝前期西部农牧业的开发 第四节唐朝西部商业
与文化开发 第五节唐朝对西域的经营 第六节青藏高原的开发及唐蕃关系 第七节唐朝后期的西部开发 
第八节隋唐西部开发的经验教训 第六章五代宋夏金对西部的经营 第一节五代十国有关政权对西部的
经营 第二节西夏对西部的经营 第三节宋朝对西部的维持 第四节宋朝对西南的成功经营 第五节大理、
吐蕃、回鹘等民族政权的地方开发 第六节金朝在西部的经营 第七节五代宋夏金经营西部的经验教训 
第七章元朝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发展 第一节吐蕃地区正式归附蒙古中央政权 第二节西部农业生产的发
展 第三节西部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第四节交通和商业的发展 第五节西部民族地位的大提高 第六节
西部宗教和教育的发展 第七节元朝西部开发的经验教训 第八章明朝的西部开发 第一节明朝西部开发
的历史环境 第二节明朝与蒙古的战争与和平 第三节西部农业和水利建设 第四节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管
理 第五节西部民族地区的朝贡和互市 第六节西部交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 第七节明朝西部开发的
经验与教训 第九章清朝的西部开发 第一节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第二节移民垦田和农业发展 第三
节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第四节盛世下的西部危情 第五节近代化过程中的西部开发 第六节清
朝西部开发的经验教训 第十章民国时期的西部开发 第一节民国前期的西部开发 第二节抗战前国民政
府的西部开发 第三节桂、滇两省的地方开发 第四节新、绥两省的地方开发 第五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
的西部开发 第六节青海、宁夏的开发 第七节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文化成就 第八节民国时期西部开发
的经验教训 第十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部开发 第一节建国初期的“一体化”战略：西部开发
的前奏 第二节建国初期的区域均衡战略：西部开发的展开 第三节三线建设的国防战略与西部开发的
高潮 第四节21世纪初开始的西部大开发 下编西部开发的历史反思 第一章西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 第一节中国人类起源地 第二节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 第三节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 第二章西部各
地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一节陕西、四川、重庆 第二节甘肃、宁夏、青海、贵州 第三节
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 第三章历代开发与西部经济地位的变化 第一节农业的发展演进 第
二节畜牧业的发展演进 第三节手工业、矿冶业的发展演进 第四节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演进 第五节秦汉
时期中国大一统局面形成的物质保障基地 第六节隋唐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稳定的经济支柱 第七节宋
朝以后，西部地区仍为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 第四章西部开发与国家安定富强 第一节
西部经济区域特点与国家安全 第二节开辟西部疆域是周秦汉王朝自身安全的需要 第三节汉唐都畿与
国家安全的屏障 第四节宋元明清的国防重地 第五节西部繁荣安定关乎国家富强 第五章历代西部开发
与国家政治 第一节开发主体与开发成效 第二节开发目标——富民安民 第三节开发成败与吏治 第四节
开发与人才 第五节开发与国民智慧 第六章历代开发与民族宗教政策 第一节周秦汉晋民族政策的演进 
第二节从羁縻府州制度到土司制度、改土归流 第三节统治者对宗教的提倡和利用 第四节处理民族问
题的思想和方法 第七章历代开发与西部文化教育 第一节历代汉文化教育在西部的发展 第二节历代西
部民族教育的发展 第三节历代西部民族文化的进步 第八章历代开发与西部人口变化 第一节秦至唐的
西部移民 第二节宋至清的西部移民 第三节历代西部人口演变趋势 第四节历代西部人口演变原因分析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上下）>>

——以移民为中心 第五节历代西部人口发展史的启示 第九章历代开发活动与西部生态环境 第一节早
期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 第二节西部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 第三节农牧业转换与生态环境 第四节人口数
量与生态环境 第五节建设、建筑与生态环境 第六节历代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第七节历代绿化和植树活
动 第八节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 第九节战争和动乱与生态环境 第十节历代西部灾荒趋势及原因 第十章
西部开发历史反思的总结 第一节西部曾经辉煌，地位极为重要 第二节古代西部经济开发主要是农牧
业和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开发 第三节西部开发是国防安全与国家安全的保障 第四节西部开发是国
家政治的要求 第五节西部开发必须处理好民族和宗教问题 第六节兼容共存的西部文化是开发的重要
动力 第七节西部开发必须以改善生态环境为要务 参考文献 一、古籍文献类 二、著作类 三、论文类 ⋯
⋯ 《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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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屯田、水利事业的兴盛带来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以至盛唐时期河西地区发
展成为国家所倚重的粮食基地。
河陇地区农业的发展，粮食的丰收，唐朝适时在此推行和籴政策，即国家出钱向农民征购多余的粮食
，作为备战之用，这解决了内地转输粮食之艰难。
虽未见当地农业已超出内地农业水平，但和籴政策推行的前提必然是河陇农民有粮食贮积，从侧面印
证了当时河陇地区农业的发达。
如唐朝初年河陇“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十室九空”，十分荒凉，经过屯田开发，到开元、天宝
年间，河陇地区“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太平广记》卷485{东城父老传》言：“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
人太原仓，备关中凶年。
关中粟麦藏于百姓。
天子幸五岳，从官千乘万骑，不食于民。
”可见，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尚能保持东西部的大体平衡。
 均田制是唐朝政府保障赋税的一项基本国策，在西北地区亦推行。
在敦煌、吐鲁番发现了若干唐朝敦煌、吐鲁番的户籍残卷，是这一地区实行均田制的可靠凭证。
均田制使一些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有利于土地和劳动者的结合。
唐朝推行的均田制包含有鼓励垦荒的意图，与屯田一样，开垦了不少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对于恢
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唐朝的屯田，屯田卒和屯民身份地位低下，人身自由受到严重束缚，并且承受着巨大的剥削，
生产积极性不高，厌作、逃离、破坏生产工具时有发生。
屯田发展，收粟不薄。
统治者大力推行屯田，这样的收益是以农田代替森林草原自然植被为代价的，必然对生态环境产生负
面影响。
黄河流域某些水体含沙量的增加，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环境的恶化，唐朝边区屯田应负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
可见，开发必须要适度，适度协调的开发才能保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才能为子孙后代造福。
 随着西部地区农业的发展，粮食的丰收，唐朝又在此推行和籴政策，即国家出钱以略高于市价向农民
征购多余的粮食，这样既能保证军粮所需，又能刺激农民生产的热情。
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宣敕，以高出市价十分之二三的价格和籴。
根据《唐六典》所记，开元、天宝年间，开拓边境，每年和籴开支达360万匹段，其中朔方、河西各80
万，陇右100万，伊、西、北庭8万，安西l2万，河东及群牧使各40万。
《文献通考》记载天宝八载和籴总数为1139530石，其中河陇地区达519954石，占全国总数的45.6％强
，位居第一。
这说明河陇地区农业甚为发达，已成为国家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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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套装共2册)》继承我国历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运用历史学、政治学、
地理学、环境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先秦至当代的西部开发史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和审视
，分析其特点、成绩、缺失和局限，总结历代西部开发的规律，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寻觅借鉴。
《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套装共2册)》对增强西部大开发思想的历史意识，丰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理
论內涵，建立科学的西部开发史学科体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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