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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系者，围绕同一主题陆续推出的丛书系列是也。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推出《人文社会科学应用研究书系》，首先是向社会各界表明
一种心志：我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必须学以致用并力求在实践中创新。
实践创新必须正心诚意持之以恒慎终如始。
其次是向学界汇报本团队前期应用研究的一些成果，旨在以文会友交流经验，凝聚中国少数民族研究
参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把研究范式从社会发展史转向文化生态学的社会共识。
    本中心是教育部为推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而在国内高校设立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
。
其地位相当于国家的自然科学实验室，其社会使命犹有过之。
在今日中国，它与“211”和“985”两个学术工程一起，构成支撑高水平大学的三个鼎足。
基地与上述两大工程的关系，犹如企业研发机构与生产部门的关系。
基地与大学各院系的关系，如同村落庭院与街心广场，或城市居民区与公园的关系。
    教育部在普通高校创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不同学科院系的学者提供一
个交流互动研讨创新的空间。
广场或公园的公共性还使它能为不同院校不同国家的学者提供驻足发表言论的场所，即作为校际国际
学术交流平台。
迄今为止，本中心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高校唯一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是少数民族
研究领域里唯一以“中国”冠名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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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是一些早晚不一地进入民族研究领域的学人。
因为教学、科研关注点的缘故，我们注意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非自愿移民大量产生于西部民
族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正是国家自然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保护工程实施的重点地区。
由于这些区域是中国少数民族主要的世居地和聚居地，因此，非自愿移民中有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口。
这些少数民族群体的命运令我们格外关切。
　　2008年4月至10月，我们围绕西部地区水电资源开发和少数民族移民安置及补偿补助政策体系开发
，开展了一次较大范围的实地调查研究，研究团队的足迹涉及中国西部除四川、西藏和内蒙古之外的
新疆、青海、甘肃、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广西、云南等9个省区市。
开展这一研究是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发展西慢东快，人口西少东多，水电
资源储量西多东少。
由于东部水电资源开发殆尽，所以今后中国水电的可开发资源主要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青藏、云贵和帕米尔高原是中国和南亚、东南亚和中亚的三大水塔。
在全球经济需要中国发展拉动需求、可持续发展又要求中国多用清洁能源的前提下，少数民族地区水
电开发势必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
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必将成为中国水电开发建设的主战场。
　　第二，中国西部地处生态脆弱的亚洲内陆。
这里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国家的边防要地。
西部农牧居民主体是蒙古、回、维吾尔、藏、彝、傣等少数民族。
他们多在山地或高原滨水处聚落而居，与国家水电资源的分布高度重合。
国家在这些地区开发水电，必然会遇到大不同于东部地区的自然生态、民族文化、语言宗教和国防安
全等敏感问题。
这些问题最终要求国家在现行水电移民政策法规体系的基础上，出台有关少数民族地区水电移民补偿
补助和安置的补充条例，以确保当地生态环境和少数民族水电移民的文化安全，确保当地官民关系、
民族关系和人地关系和谐，确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
　　第三，中国是由西部高原与东部平原两大生态系统、西部少数民族农牧与东部汉人集约农耕两大
生计板块组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少数民族占中国人口总数虽然不到10％，但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面积60％以上，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占
中国传统文化资源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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