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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我在一篇文章中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转型的未来趋向作过这样的概括
，即“差别发展中的转折点趋近趋向”、“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向”、“连片滚动趋向”和“单质突破
趋向”。
其中，“单质突破趋向”指的“不是以往那种单项经济指标的超常发展，而是指少数民族地区利用自
己的地理区位优势，实行沿边开放战略，从而带动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发展趋
向”（参见刘敏《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特征与转型》，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
十多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我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
我以为，“单质突破”的重点在于“突破”，就其实质，这一趋向和如今所倡导的“经济与社会协调
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是一致的。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西部大开发为总体性背景，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在加快实现我国少数
民族农村社会变迁的进程中，不仅要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以民族经济的提升来培植适合于民
族社会发展的社会文化，而且要不断地积极引导文化意识的发展方向，全面提高我国少数民族社会成
员的心理素质和文化品位，改善和优化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从而真正
实现协调发展、和谐运行的未来发展新景象。
应该说，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系统工程，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紧迫的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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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通过历史归因的考察凸显了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状及其特征，通过对西北民族
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的分析研究，提出了构建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动
力系统的思路，探讨了这一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最终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社会运行
规范化与西北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上。
该书不仅借鉴了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大量运用了社会学、民族学的理论来揭示动力系统
的构建和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问题，同时能够将这些理论运用到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
研究当中，从而使这一成果形成了既具有地域特色又不失理论创新的独特风格。
    西北地区的发展是刻不容缓的现实，但如何能够走出一条“低代价发展”的道路尚需学术界不断的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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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关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的选题问题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述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发展研究”吸引着不同领域的学者关注与人
类命运攸关的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各国和国际社会也相继成立了发展研究机构，发展问题也一直成
为联合国关注的重心，“发展类型”和“发展风格”就出现在当时的国际文献中，人们认识到，经济
发展就是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而社会发展就是“更好地生存”，是“更加关注使我们生活得更充实
和拥有更多的自由”。
90年代以来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如基多的“综合发展观”专家会议和北京的国际社会发展会议等）都
在世界范围内深化了社会发展理论，增强了社会发展意识。
　　西方社会从对发展的异化和对异化的反思中认识到，社会发展必然是“整体的”、“综合的”也
是“协调的”。
和“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逐渐代替以客体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相伴而生的是，对“人”的理解
也经历了由现实的个体人向“类人”的转变，于是，可持续发展观的出现便成为必然。
如今，西方社会复杂性研究大师（如法国的埃·莫兰）们的复杂性思维又在不断地滋润着社会发展研
究的理论沃土。
　　虽然，由于理论指向的针对性和理论的兴趣点等原因决定了国外少有直接针对我国西北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但国外发展理论的演变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视角上的重要
参照，它对我们把握本课题的研究方向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研究常常摈弃了
对社会背景和社会制度的分析，各种发展模式大多掩盖或忽视各个国家内部存在的巨大差异，常常过
于单一地依赖于某一特殊性，从而使结论缺乏预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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