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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地处青藏高原中部牧区和东北部农林区的国度地带——甘南藏族自治州为研究区域。
依托优势资源，游牧畜业成为甘南的主导产业之一。
单人口数量激增和发展观念等因素的制约使游牧的弱质性不断暴露，定居成为必然。
游牧人口定居工程顺利推进，首先，有赖于彼此存在的严密逻辑关系的子机制构成的定居体制体系；
其次，依据甘南生态功能分区、草地类型及其功能价值、资源利用现状、现行生态修复措施等，采取
适宜的定居模式。
继而，本书从生活、生产、社会、生态及文化等方面科学动态地评估不同阶段的定居效应，以推动区
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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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娟娟，女，甘肃兰州人，200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兰州商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
主持和参与各类项目40余项。
其中，完成国家社科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1项，在研的国家社科项
目2项、中国软科学项目1项，在研的国家社科项目3项、中国软科学项目1项、教育部春晖项目1项、教
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项、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2项、争取到国家横向课程10余项。
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文章20多篇。
作为重要参编人全程参与《发展县域经济手册》和《中国经济改革30年——区域经济卷》等的撰写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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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游牧——遵循畜群的生活习性及运动规律而游动式地对其放牧，人类也据此安排自己的生活。
”游牧经济必须根据自然环境的变化和牲畜的习性来安排游牧生活，在安排游牧活动的过程中，就能
够体现游牧劳动者的能动性和主体性。
经济是人的经济，“经济是人以劳动有意识地在交往中满足需要的社会过程。
”离开了人这一主体就无法准确规定经济。
游牧经济的主体是以游牧方式经营畜牧业经济的劳动者——牧民，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创造了畜牧产品
，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游牧文明，推动社会发展。
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综上所述，游牧经济就是牧民根据季节变化和草场状况以游动方式经营牛、马、羊等畜群为主的经
济形态。
游动经营畜群的方式不仅能提高牧民素质和生产经营技术水平，还可以保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草与牲畜的关系，争取最大限度地提高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地位。
对游牧民族来讲，游牧经济不是纯粹主观意志的选择，而是人的劳动在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和对象化
活动中根据自然条件选择的必然形式之一，是以牧民的生产活动为主体，包括草场、牲畜、生产工具
等，体现了在生产方式变化中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
诸多学者认为，游牧经济是在自然经济阶段，牧民遵循人、畜、草三者平衡的规律，以游牧方式随季
节变化循环往复地经营畜牧业——四季轮牧为主的一种经济活动。
这一生产方式要求人们的经济再生产必须以动植物再生产为前提，以保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目
标，争取最大限度地提高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游牧经济主要由牧民、草场、牲畜及生产工具等因素组成，在经营畜牧业的过程中，牧民在驯养牲畜
、改良牧草品种、择优繁殖与改良牲畜品种、合理利用草场等方面为人类文明增添了新内容，实现了
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和谐，从属于自然→征服自然→顺应自然的否定之否定。
然而，由于制度、历史、人口、文明的冲突等因素，游牧经济正在甚至已经远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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