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民族地区构建经济社会和谐系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多民族地区构建经济社会和谐系统评价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14106596

10位ISBN编号：7514106596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经济科学出版社

作者：李晓曼

页数：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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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民族地区构建经济社会和谐系统>>

内容概要

　　本书以构建多民族地区和谐社会为研究对象，以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通过系统
论方法、统计分析方法，演绎与归纳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从多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的特点出发，基于多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所面临的区域经济差距、生态环境脆弱和社会稳
定等重大现实问题，根据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交叉、制约以及协调促进的辩证关系，建立
了由3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和52个三级指标构成的多民族地区构建经济社会和谐系统分层次评价
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对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和谐性进行了综
合评价与分析，并就多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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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均衡布局战略”、改革开放后的“非
均衡发展战略”、“九五”提出的“协调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的实施。
从纵向比较看，多民族地区与全国其他各地经济都取得了较快发展。
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也有了长足进步。
表现在：经济快速增长，总体实力明显增强；资源整合和投入力度加大，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发挥少
数民族自身优势，拓宽经济发展新增长点；调整产业结构，优势资源开发利用成效显著；各项社会事
业显著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历史等条件的限制，多民族地区总体上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从人均CDP、总量份额和增长速度三方面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结果看，多民族地区与全国和东部地
区的发展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不断扩大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之后，差距呈现加速扩大趋
势。
即使在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也没有缓解，反而呈扩大的态势。
这对于多民族地区构建经济社会和谐目标的实现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影响了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
经济基础、增加了政治和谐局面的严重隐患、削弱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直接影响到民族关系
和区域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构建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研究过程中，需要我们对几个关键性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如何结合多民族地区的特点，更加正确、比较全面地理解“和谐社会”的真正含义？
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谐程度如何？
应提出怎样的符合多民族地区现实情况的政策建议？
学术界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定义、内涵、
原则、方法以及和谐社会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的对策等进行了广泛研究，提出了各种构建和谐社会的理
论与方案。
还有些学者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关系、生态环境等视角，对构建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谐进
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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