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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
俄有老父至，日：&ldquo;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
&rdquo;遂依而截之。
①　　昔人有痒，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三弗中，令其妻索之，五索而五弗中。
其人怒日：&ldquo;妻子内我者，而胡难我？
&rdquo;乃自引手，一搔而痒绝。
何则？
痒者，人之所自知也。
自知而搔，宁弗中乎？
②　　这是古时两则笑话，抄在这里，似乎与本序文无关。
但细思量，经济学的基本道理，又都可从中悟得。
　　人类的生产经营，不论像执竿入城这种简单的劳动，还是造飞机、汽车、轮船、计算机、航天器
的复杂劳动；不论个体的体力劳作，还是跨国公司的系统经营，都会遇到类似&ldquo;城门&rdquo;的
阻挡，都要想方设法通过阻挡，才能前进。
那位执长竿者只知竖执横执，故不可入城门，而那位老父以其丰富阅历或是戏弄出的主意，虽可人城
，却使长竿截成短竿，毁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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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基础理论著作，也是本学科的研究生教材。
本书写作集聚了全国大部分民族院校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历时一年多完成，介绍
了民族经济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少数民族经济的特征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少数民族经济制度
与体制、少数民族经济结构等内容，可供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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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集约转化型结构中，特别是其建构十几年后，已经努力在使这两个结构有计划地协调，而且培
养了一批与工业化生产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工人的技术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
非均衡趋利机制则打破了这两个结构间刚刚形成的协调关系，进一步拉大了差距。
由于以趋利为导向，因此，原来作为重点的重工业因其效益相对低下，减少了投资，这样，原有的在
重工业中的劳动者，虽然有较高的素质技能，但其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失业、下岗，其素质技能得不到
发挥。
这方面的浪费远远大于重工业投资。
　　与之相对应的是，投资结构日益趋利化。
国家对国有企业采取&ldquo;拨改贷&rdquo;以后，作为现代工业主干行业的投资逐步减少，而私有资
本更不会将资本投入没有短期效益的行业。
这样，就使大量的投资集中于房地产、证券，以及各种低技术、低成本的轻工、服务业中，此外，金
融的作用又因行政集权的干预而畸形化。
一方面是巨额储蓄，另一方面是银行惊人的不良贷款。
银行不仅没能起到辅助投资的作用，反而成为高度危险的行业。
与此同时，证券市场的无序膨胀，进一步增加了金融风险。
第二，就业结构的矛盾激化。
由于少数民族劳动者素质技能低下和投资结构的趋利化，使本来就已相当严重的就业问题更为突出，
就业结构矛盾的主要表现是：一是大量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失业、下岗；二是城镇劳动者就业
不足；三是农村巨大的半失业劳动人口；四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就业结构的矛盾，当然与人口基数大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少数民族劳动者素质技能的相对低
下。
虽然大量劳动人口失业或就业不足，可是还有一些高新技术行业缺乏合格的劳动者。
而趋利式的投资结构，又不能为少数民族劳动者提高素质技能和充分就业提供必要条件。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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