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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科学研究也是如此。
　　科学研究是将收集来的材料经理性思维，概括出其中的分类、要素、本质、规律，以概念及其体
系进行规定和论证，由此探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样看，研究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适当的思维方式，二是详细的材料。
也就是“巧”和“米”。
　　思维，是人大脑特有的活动方式。
思维是个体的，在有意志、有目的的思维活动中，个人都有其特点；思维又是总体的，是个体人在相
互的交流、阅读、论争、思考的过程中，横向和纵向联结的思维之网中进行的，每个人都是这总体思
维之网上的一个环、一个节。
能否具备适当的思维方法，不仅在于大脑的生理健康，更在于将自己的思维有机地纳入总体思维之网
，并按总体思维的一般规律来运作。
为此，还要认清作为总体思维根据的人类发展的矛盾及其趋势，将自己的意志统一于人类发展大趋势
。
　　材料，是思维对象的体现，是认识的主体以其感性对事物的认知。
收集材料，是研究的首要和基本环节，只有材料的充分，才有对事物的全面、深入了解，思维才有可
“炊”之“米”。
作为研究对象的事物是不断演化的，对其材料的收集，也是动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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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适当的思维方式和充分的材料，这二者缺一不可。
若要二者齐备，说来简单，实则不易。
只重材料收集，即令堆积如山，也是材料；而思维方法必须在收集材料之前，就要具备其基本，贯彻
于材料收集、整理、概括的全过程，并不断地调整和提升。
    调查是收集材料的基础性工作，特别是亲身所做的“田野调查”，对于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不是去调查就有结论，也不是所有结论都正确，而应在广泛、深入调查的同时，就启动适当的思维方
法，进行比较、分类、归纳、分析、综合，使感性认知的材料“活”起来，并纳入理性系统，据此而
得出的结论，才是可靠的、可行的。
    作为中央民族大学“九八五工程”  “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与公共管理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的研究者，我们将深入、细致、系统的调查研究作为首要和长期任务，也是着力最多的环节。
为此，建立了五十余个调研和实验基地，组织四百多师生的调研队伍，各中心、各课题组针对研究项
目相关的内容，展开了系统、有计划、长期的调查。
基地制定了“百万问卷工程”，规划期为十年，将全面调查、掌握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与公共
管理的第一手材料。
    本书为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调查报告第三篇，全书分为了“985工程”新农村建设
试验基地专题调查研究、经济发展战略、农牧民与农牧业、工矿业、口岸经济与边境贸易、金融与房
地产、旅游业发展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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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985工程”新农村建设试验基地专题调查研究　　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巴音图嘎草场
整合专题调查　　三、草场整合中家庭牧场的发展前景　　家庭牧场是当前草场整合的主要形式，草
场整合刚刚启动，预测家庭牧场的前景似乎为时过早，但作为触及牧区基本经济关系的一场变革，对
家庭牧场的性质、前途和其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应有清醒认识。
　　草场整合是在“一个不变”的原则下提出来的，即“家庭联产承包基本经营体制不变”。
这就是说，草场整合坚持了草场承包所形成的牧民基本权利关系，这包括：牧民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
权，牧民对承包草场的使用权。
但是，草场整合又大大扩展了草场承包的权利体系，这包括：被整合户丧失了租赁期内所承包草场的
使用权以及牧民出卖劳动力使用权。
草场整合与草场承包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家庭牧场与承包牧户的区别与联系上。
承包牧户内部经济关系只涉及牧民个人劳动力所有权与承包草场使用权的结合，在外部，同牧区集体
（苏木、镇、嘎查）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关系，牧户之间是商品经济关系；家庭牧场内部关系中，牧
民个人劳动力所有权与承包草场使用权的结合只限于整合户，被整合户的这一结合形式陷于解体，劳
动力和生产资料分离，被整合户牧民只能出卖劳动力，整合户与被整合户之间虽然普遍存在草场租赁
关系，但尚不普遍存在劳动雇佣关系。
随着家庭牧场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牧场规模扩大，整合户有必要也有能力雇工；另一方面，随着
草原上非整合户的减少，被整合牧民的增多，丧失草场短期使用权人数的增加，也就是出卖劳动力人
数增加，家庭牧场内部雇工完全可能成为普遍现象。
这就是说，承包牧户向资本性质的家庭牧场转变已经通过草场整合开辟了道路。
　　对于草原上基本经济关系的资本化应当如何看待，我们认为，资本化家庭牧场对小牧经济的改造
是一种历史进步，使得牧区有可能循此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草场整合
中，家庭牧场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合作牧场、股份牧场也都应该有进行试点探索的必要。
合作牧场以其能够保护所有参加草场整合的牧民的权利，尤其应当予以重点扶持。
当然，在目前条件下，走合作牧场的道路要比走家庭牧场的道路困难大，但随着草场整合的推进以及
党和政府的刻意扶持，探索合作牧场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
　　仅就当前家庭牧场的发展来看，我们认为有三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必须认真对待：一是处理好草场
承包与草场租赁之间的关系；二是鉴于中国历史上土地兼并的严重社会后果，应当高度重视被整合户
的安置问题；三是切实保障牧区雇佣关系中雇工的基本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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