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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鄂伦春人，1964年12月出生，我的家乡在遥远的小兴安岭。
　　在我幼年的时候，我的母亲和姐姐在老家村头的南山捡到一个硕大的玻璃瓶子，母亲欣喜若狂，
散装的酱油终于有了归宿。
对于幼小的我来说，老家的南山相当高大，树林茂密而幽深，充满了神秘和诡异。
我一直都想不明白，那个硕大的玻璃瓶子究竟是何时何人把它带到人迹罕至的南山？
母亲说可能是日本人留下的。
可是日本人到南山去干什么？
母亲说修铁路。
日本人修铁路干什么？
也许是性格过于执著，这些问题伴随我成长，让我始终难以释怀。
　　很多年以后，我成为一名经济学博士，对“物”的社会生命有了新的认识。
让我困惑多年的玻璃瓶子早已丢失了，但历史却无法改变，寻找多年，我终于找到了我想要的答案。
这也许就是我对经济史产生兴趣的最初动因吧，总之，我相信，我和经济史命中有缘。
　　作为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对象的中国少数民族，是相对于中国历史上经常处于主导地位的华夏—
—汉族而言的。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这个课题让我纠结了很久，毕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题。
我的科研能力和生活阅历以及知识积累等，很难胜任这项工作。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编撰一部比较系统的中国
少数民族经济史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
尽管如此，我还是勇敢地并且充满自信地挑起了这个重担。
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作为一名从事民族学与经济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者
来说，我有义务在这方面作一些努力和尝试。
法律学者蔡定剑说：“知识分子要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有很多研究空间，系统全面我做不到，但大题小作或综述研究还是可以做到的
。
我的选题就是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的整体构架、研究内容、研究角度、研究
资料以及发展脉络等方面进行较为宏观的整合、梳理、描述和补充。
　　首先，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这既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和未来的需要。
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著名学者科林伍德说，“历史是过去思想
的重演”。
德裔美国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只有深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历程，才能认识国情，以史
为鉴，预见未来。
历史不是史料的堆砌，也不是事实的罗列，而是人们对过去的一种记忆和解释。
　　中国各民族在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了经济上的联系，共同为发展祖国
的文明做出了贡献。
不同时期的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经济交往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有许多值得
借鉴的经验，尤其是各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积累的生产经验、管理经验、生态理念、经济思想，对于
现实经济发展来说仍然是有益的。
　　社会的需要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建国后，人们很自然把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论证上，并取得了
巨大成绩。
现在我们应当适应时代的变化，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更为密切的一些课题上
。
例如，历史上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及其现代化改造问题，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开发历史及其经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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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问题，历史上的农牧关系与民族关系问题，民族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变迁问题，少数民族传统
生产方式的现代价值问题，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如何为当代人服务等问题。
这些课题的研究可以直接或间接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能更好地发挥少数民族经
济史的社会功能，从而进一步引起社会的重视。
当前，有些搞经济理论的学者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史，有些搞经济史的学者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的理
论，把少数民族经济史与民族地区开发战略的研究结合起来研究是值得提倡的。
　　其次，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是一个边缘学科，它既是中国经济史的分支，又是中国民族史的分支
，同时又和民族学、边疆史、民族关系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学、民族经济学等有
密切的关系。
但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为人们所忽视。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已出版的经济史著作，基本上都是有关东部发达地区的。
对于少数民族经济史，虽然也有一些民族学、经济学方面的学者作过某些研究和论述，但系统的著作
尚不多见。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经济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及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
究才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目前已公开出版的有关少数民族经济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况浩林著：《中国近代少数民族经济史稿》
；阿岩、乌恩著：《蒙古族经济发展史》；沈斌华主编：《鄂温克族经济简史》；赖存理著：《回族
商业史》；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陈高华、史卫民著：《中国经济通史·
元代经济卷》等。
这些论著填补了大量学术空白，尤其是况浩[邝浩]林先生对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学科的探索与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一部比较完整的介绍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的著述。
因此，编写一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经济史学科各方面的研究深度及广度很不平衡，许多重大问题尚未提出和讨论。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发达地区研究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西部少数地区经济研究少”。
我国少数民族绝大多数分布在西部边疆省区，在多元文化共存的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概论
》一书的编撰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课题研究的难点：　　1.研究角度和切入点问题。
近年来，区域经济史研究很热，但没有形成自己的区域经济史理论。
中国古代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民族因素。
因此，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民族经济史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
可以按民族研究，可以按地区研究，也可以按类型研究。
不论按民族、按地区或按类型进行研究，均应注意民族、地区、类型三大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注意
各民族之间、各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相互关联，在这种关联中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经济运行及其机制。
这样，我们的少数民族经济史才可以构成中国经济史中相对独立的、有机联系的体系。
　　2.关于数据的发掘、整理和利用问题。
　　少数民族经济史可以利用的数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汉文古籍和档案数据；二是少数民族古
籍和档案数据；三是考古材料，包括出土文物和简牍、文书、碑铭等文字数据；四是民族社会历史调
查资料和民间传说等。
这些材料可以具体、生动、翔实、真切地反映民族社会经济面貌的各个方面，大大补充文献记载之不
足。
应当说，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的资料还是不少的，这几类材料彼此配合，更可相得益彰。
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对这些数据没有系统的收集整理。
近年少数民族史或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料整理出版了一些，但少数民族经济史的专题资料迄今尚未见到
。
从一项项数据，一个个专题开始，系统收集整理有关少数民族经济史的数据，实乃学科发展的奠基性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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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编写好《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概论》一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史料的搜集及去芜存菁工作
十分浩繁，校对工作也相当琐碎。
书中疏忽和错误在所难免，而且在理论体系、学科建设和方法论方面，都有待于不断完善。
这本书稿之所以问世，因为它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完成的，应归功于前辈和同仁的辛勤劳动。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中的“史”字分量很重，唯恐承受不起，但依我现有的水平，我已尽力。
希望专家学者及读者朋友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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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晓春，女，鄂伦春族，1964年12月生于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毕业，1998年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经济研
究室副研究员。
1998年当选北京市第十届妇女代表大会代表，2012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巾帼建功先进个人。
主要著作：《俄罗斯民族经济与改革》（专著）、《鄂伦春族风情录》（编著）、《鄂伦春历史的自
白》（编著）、《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合著）、《鄂伦春乡村笔记》（专著）、《鄂伦春
人文经济》（专著）。
文学作品：《走出白桦林》。
《鄂伦春历史的自白》一书2005年荣获内蒙古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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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概论>>

书籍目录

概述
一、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与族源历史概况
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概说
第一篇 先秦至鸦片战争时期的少数民族经济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少数民族经济
第一节 少数民族基本状况
第二节 少数民族经济状况
第三节 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制度
第四节 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
第二章 秦汉三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经济
第一节 少数民族基本状况
第二节 少数民族经济状况
第三节 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制度
第四节 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少数民族经济
第一节 少数民族基本状况
第二节 少数民族经济状况
第三节 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制度
第四节 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
第四章 五代十国宋、辽、夏、金时期的少数民族经济
第一节 少数民族基本状况
第二节 少数民族经济状况
第三节 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制度
第四节 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
第五章 元明清时期的少数民族经济
第一节 少数民族基本状况
第二节 少数民族经济状况
第三节 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制度
第四节 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
第二篇 近现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少数民族经济
第一章 1840至1919年的少数民族经济
第一节 外国列强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侵略
第二节 少数民族地区工商业的发展状况
第三节 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制度与农业生产
第二章 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经济
第一节 民国政府时期的少数民族经济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少数民族经济
第三节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少数民族经济
第四节 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
第三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少数民族经济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少数民族经济
第一节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
第二节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节 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公社
第四节 国家扶持少数民族经济的主要政策和措施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概论>>

第二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少数民族经济
第一节 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经济改革
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
国家扶持少数民族经济的主要政策和措施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少数民族经济
第一节 少数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
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经济发展概况
少数民族地区的沿边开放、边境贸易与民族贸易
第四节 国家扶持少数民族经济的主要政策和措施
第四章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综述
一、少数民族地区（1949～1999年）经济建设成就
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特征
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与热点问题
四、国家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
五、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新课题
六、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与民族经济学
参考书目
后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概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