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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特定阶段的社会存在形式，它从文化、政治等各个层面影响着经济发展，
而经济发展又是民族存在和演化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统一，并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中华民族的56个支民族，其中
汉族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以上，55个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居少数的民族，称为“少数民族”。
不论汉族还是55个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权利、地位、义务、责任是平等的，都在为中华
民族的振兴而努力。
虽然历史上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在中华民族总体现代化过程中，各少数民族劳动者积极主
动，取得了飞跃进步。
少数民族经济是中华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经济也是经济，具有经济的一般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范畴都适用于对少数民族经济
的认识。
因为这种一般性，所以出现了对少数民族经济理论研究的质疑：既然少数民族经济也是经济，只要应
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范畴解决实际问题就够了，何必再对之进行理论研究呢？
然而，科学研究并不仅局限于一般性，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内在统一才构成科学的规定。
经济学自从形成以来，一直关注着各国、各民族的特殊经济矛盾，所有已经出现的经济学说，实际上
都是对特定国度、民族经济矛盾的理论探讨。
在特殊经济矛盾的探讨中体现着、包含着经济的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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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的内涵与外延、层次与特征、内在矛盾与发展方向等都发生了根本性
的变化，当代中国农民成为农村经济社会的主体。
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新时期的中国“农民”概念可界定为“具有农业户口、在农村生产生活、与土地有着天然联系的社会
劳动者”，以对农民的概念分析为基础，结合对农民现实生产生活状况的调查，论证了当代中国农民
在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与基本表现，从主体自身特性出发把农民划分为七个阶层，即
农业劳动者、在乡农民工、进城农民工、农村企业管理者、农村服务业者、农村手工业者、农村基层
组织管理者，系统分析了其经济基础、思想状况、理想追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结构以及他
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探寻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农民主体地位日益突出与素质技能不高
的矛盾，揭示制约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困难与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探讨未来中国农
民与农村、农业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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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国内主要有从社会学角度、从经济学角度、
从政府管理者角度三种类型，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的多集中于探讨农村社会阶层分析、基层组织建设、
农村文化、农村教育、农村劳动力流动、农民工等，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的多集中于农村经济管理、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发展等问题，从政府管理者角度研究的多集中于“三农”问题的具体事务，如
农村税费改革、农村行政管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各种支农措施等。
这三类研究都有其侧重点与理论基础，但对于“农民”这样一个既带有社会性，又带有经济性、政治
性和人性的主体而言，目前大多从外在的层面或某个角度研究，或把对“三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
“二农”（农业、农村）的研究上，而对作为农业的主宰者和农村经济社会的主体——农民本身，研
究得还很不充分，专门论述“农民”的专著还比较少。
国外对各国农民问题的研究，都有其国度与地域的局限性，中国农民问题自有其特殊性、复杂性，外
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可资借鉴，但更应深人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进行实际调查分析。
我在农村工作多年，从事多个岗位工作，深感脱离了农民主体的“三农”研究，不利于对农民问题的
认识和解决，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应从农民主体上寻找答案，从主体自身出发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
矛盾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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