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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经济结构的研究，曾经是我国经济理论界的热点问题。
但相关研究，主要是全国层面的，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进行研究的论著，却并不多：我国
是一个大国，区域差异明显，因此，就一个区域，尤其是像少数民族地区这样一个特殊的区域，来研
究它的经济结构问题，无疑是有必要的。
　　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的一个特定区域，由于受地理、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影响，少数民族地
区形成了独特的基本经济结构。
从全国的角度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其经济结构优化对于全国经济结构优化和经
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构成上看，本研究将少数民族地区界定为10省区1市，包括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西藏、新疆、
广西、宁夏、内蒙古)，以及青海省、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甘肃省和重庆市。
　　经济结构是一个系统，其内部分为若干子系统，包括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投资结构、就业结构
、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流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等。
　　少数民族地区基本经济结构，包括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
　　少数民族地区基本经济结构的核心，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
少数民族地区基本经济结构的合理与否，标准在于能否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即其运行机制是否促进了
经济结构的内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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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力图从经济、政治、文化统一的角度，探讨少数民族地区基本经济结构的形成、演化、现
实问题和发展趋向。
从方法上看，本研究力图体现的是主体性研究方法，即以少数民族地区为主体，其经济结构优化是少
数民族地区自身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内生的；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者为主体，其基本经济结构
的优化首先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的优化，然后才是投资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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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经济结构功能的动态发挥　　运行机制　　民族经济结构作为经济总体过程的有机结构
，不是静止的，而是在民族经济矛盾的动态发展中发挥着对经济总体的制约和调解功能：这个功能，
就表现为经济的运行机制。
经济结构是运行机制的根据，运行机制是经济结构功能的发挥。
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以来，经济结构就在总体上发挥着其功能，即以运行
机制的动态功能制约着经济矛盾与运动：随着各民族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化，即向工业生产方
式下的经济结构转化，社会化大生产出现与发展(特别是近年创新知识和信息传播的作用日益突出)，
经济结构内各子系统的联系更密切，其运行机制的作用也更明显。
　　无论民族经济结构，还是其运行机制，都是有主体的，其主体就是各族劳动者：因此，运行机制
的作用，不可能体现于物，只能体现于人，并由人的行为而体现于对物的改造和利用：　　斯密曾用
“看不见的手”来比喻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这是相当形象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运行机制是无形
的，它作为经济结构的功能，对于个体的“经济人”来说，确实是看不见的，但又是实实在在的、强
有力的，它操纵着、指挥着每个个体人的行为。
资本雇佣劳动制下的“看不见的手”，主要表现为竞争的机制，即调动和指挥个体人，特别是资本所
有者为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去自由竞争。
在竞争中，每个人都有其自由，但个体自由又是受众多其他个体自由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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