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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生拓展》是中央民族大学“211”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子课题“内生拓展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理念、根据、条件、战略”的研究成果，供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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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七、经济制度的落后和跨越　　社会制度作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的总称，与社会生产
力发展水平、社会经济结构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一)经济的历史阶段性　　人类的历史，在劳动的促进下，已经过了数十万年左右，这期间，绝
大部分是在原始社会形态下缓慢渡过的，只是到近1万年以来，尤其是近5000年以来，才迅速发展，而
且在近三四百年以加速度运行。
　　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的发展承载着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
展，同时也受政治和文化的制约。
当我们研究经济矛盾和规律时，必须明确的一个要点，就是经济的历史阶段性。
　　在正统经济学家那里，很少承认或干脆否认经济的历史阶段性。
他们认为，人类的经济只有一种形态，就是资本主义形态。
如果说斯密还承认原始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区别的话，那么李嘉图则干脆把原始人的简单工具：石器、
木棍，也称为资本。
现代的正统经济学家们认为关于经济的历史阶段性的划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们把资本主义经济形
态说成是唯一合理的形态，以前的各种形态不过是其前期的形式，至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他们则认
为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它必将回归资本主义经济形态。
　　正统经济学否认经济发展阶段性的思路，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中国的董仲舒早在2000年前就说过：“天不变，道亦不变。
”正统经济学不过是把“道”理解为资本的统治罢了。
他们也有一套理论根据，其要点就是认为人是天性自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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