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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化进程中的西北民族关系》在城市化进程的研究视阂中，以西北地区特殊的地理、人文生
态环境为切入点，运用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沧、方法和手段，通过历时态和共时态
的视角分析城市纯进程对西北民族关系的影响，以及在此条件下形成的西北民族关系新特点，进而从
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研究调适城市化进程中西北民族关系的对策问题。
拙著的思考和探索力求为民族学的相关问题研究另辟新的学术领域，使研究范畴逐渐拓宽并贴近时代
发賤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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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春燕，法学硕士，青海省第：二届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1994年青海省高校小岛奖获得者。
2003年评为教授。
青海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主持完成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参与完成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主持、参与完成三项省级课题
；目前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纵向项目一项。
2004年出版专著《民族政策的发展与实践研究》；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国家级和省级（报）刊
发表论文40篇，数篇论文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撤刊资料《民族问题研究》中。
已发表的论文曾获国家级或省部级奖共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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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与意义 第二节研究的理论依据 第三节研究思路与框架 第二章西北地区人
文地理环境 第一节自然地理概况及其特征 第二节丰富特殊的生态多样性资源 第三节鲜活绚丽的文化
多样性资源 第四节新型民族关系形成的现实条件 第三章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发展现状述微 第一节西北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滞后 第二节西北民族地区人口文化素质偏低 第三节西北地区城镇化速度缓慢 
第四章城市化及西北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意义 第一节关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若干科学问题 第二节西方
城市化理论演进及其在中国的借鉴意义 第三节西北民族地区城市化滞后的负面效应透析 第四节城市
化是西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五节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城市化的特点初探 第五章西北地
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社会效用 第一节西北民族关系是中国民族关系的组成部分 第二节和谐民族关
系可增进各民族的团结共进 第三节良好民族关系是巩固西北边疆安全的基础 第四节有助于促进西北
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六章城市化进程对西北民族关系的影响 第一节对民族政治关系的影响 第二节
对民族经济关系的影响 第三节对民族文化关系的影响 第四节对西北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 第七章城市
化进程中的西北民族关系特点 第一节现行民族关系格局变化的可能性 第二节族际交往的友好、复杂
、敏感和多元性 第三节流动人口管理及相关工作的重要性 第四节要求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紧
迫性 第八章不断调适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建设思路 第兰节以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政策指导城市
民族工作 第二节加快西北地区农牧业人口的科学转移 第三节率先发展一批小城镇且合理征用民族集
居地土地 第四节注重协调发展以防止出现城市拉美化现象 第五节建立健全西北地区社会公共服务制
度 第六节城市化进程中要加强民族法制建设 第七节齐抓共管城市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主要参考
文献 研究报告进城务工人员对民族关系的认同调查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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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Joel Kotkin曾评价道：“近20年来，在中国现代化政策的带动下，新的中国的城市
主义在其母体上再次出现，其中包括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都城和正在崛起的世界城市上海。
随着工业和科技实力的扩展，中国在从事着世界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城市建设活动。
”由于历史、生态、社会发展的基础差异，城市建设活动的结果是地区城市化水平参差不齐，西北地
区、西部地区、全国、东部地区差势很大。
城市化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标志，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成为各个民族竞相
追求的目标。
西北地区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使得民族间的利益冲突有可能日益增多和尖锐化，
为中国进一步做好统筹发展，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健康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 城市化滞后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障碍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生活状况，推动农业
产业化发展并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在新世纪面临和应当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总体水平仍比较低。
据中国统计信息网公报的2005年各省区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05年，西北五省区乡村人口为6102.41
万人，占西北五省区总人口的64.54％，而全国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7.01％。
此次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西北五省区乡村人口比重比全国高7.53个百分点。
法国社会学家H.孟德拉斯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和当今世界
给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
”西北地区如此多的人口聚居在农村，单位土地的产出率很有限，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增长的空间也受
到很大限制。
这是长期困扰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究其原因，是城市化滞后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所致
，也是西北地区特别是西北民族地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障碍。
 （一）城乡发展不协调 城市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农民，为了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以及全国整体现代
化发展的进程。
然而，城市化的滞后使得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较大，而且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越在城市化滞
后的地区越是明显。
以2005年为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计算比较，陕西农村居民消费2024元，城镇居民消费8234元
，城乡消费水平对比值是4.1；甘肃农村居民消费1812元，城镇居民消费7410元，城乡消费水平对比值
是4.1；青海农村居民消费1941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6947元，城乡消费水平对比值是3.6；宁夏农村居
民消费2231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7495元，城乡消费水平对比值是3.4；新疆农村居民消费1884元，城
镇居民消费水平7311元，城乡消费水平对比值是3.9。
同年，全国城乡消费水平对比值是3.3；东部十一省区城乡消费水平对比值是2.8；西北五省区城乡消费
水平对比值是3.8，均高于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对比值，说明西北地区的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额度更大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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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市化进程中的西北民族关系》的思考和探索力求为民族学的相关问题研究另辟新的学术领域，使
研究范畴逐渐拓宽并贴近时代发展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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