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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发展颇快。但要建立和建设中国少
数民族经济史学科，还需要一批有志于此的学者的长期努力，需要多学科的配合，需要从
理论上和实际上解决一系列问题。这里只就四个方面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 

关于民族与经济区域、经济类型的关系 

作为民族经济史研究对象的中国少数民族，是相对于中国历史上经常处于主导地位的华夏-
-汉族而言的。民族经济史既要研究近代民族的经济发展史，也要研究古族古国的经济发
展，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同民族活动在不同地区，从事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因此
就产生了一个如何处理民族、地区、类型的关系问题。近年来区域经济史研究很热，但没
有形成自己的区域经济史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民族的因素。一般情形
是，不同地区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形成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或不同的经济文
化类型组合。这些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或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组合往往是不同民族集团形
成的基础，同时又成为古代区分不同经济区域的标志。当然，这种情况并非固定不变的。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经济文化长期相互交流、相互碰撞，同一地区也就出现
不同民族混居，同一民族从事着更为多样的经济活动。同一经济类型和经济类型组合也发
生着程度不等的变化，原来的一致就变得不那么一致，从而构成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历
史画卷。因此，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民族经济史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可以按民族
研究，可以按地区研究，也可以按类型研究。不论按民族、按地区或按类型进行研究，均
应注意民族、地区、类型三大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注意各民族之间、各民族与汉族之间
的相互关联，在这种关联中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经济运行及其机制。这样，我们的少数民
族经济史才可以构成中国经济史中相对独立的、有机联系的体系。 

关于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利用 

少数民族经济史可资利用的资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汉文古籍和档案资料；二是少数
民族古籍和档案资料；三是考古材料，包括出土文物和简牍、文书、碑铭等文字资料；四
是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和民间流传的歌谣传说等。这些材料可以具体、生动、翔实、真
切地反映民族社会经济面貌的各个方面，大大补充文献记载之不足。应当说，少数民族经
济史研究的资料还是不少的，这几类材料彼此配合，更可相得益彰。目前，突出的问题是
对这些资料没有系统的收集整理。近年少数民族史或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料整理出版了一
些，但少数民族经济史的专题资料迄今尚未见到。从一项项资料，一个个专题开始，系统
收集整理有关少数民族经济史的资料，实乃学科发展的奠基性工作，这需要有甘坐冷板凳
的精神。如果有人能组织这项工作，并资助出版，当系嘉惠后学功德无量的事。 

关于研究重点的调整 

社会的需要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建国后，人们很自然把中国民族经济史研究的重点放
在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论证上，并取得了巨大成绩。现在我们应当适应时代的变化，把
研究重点转移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更为密切的一些课题上。例如，历史上不同经
济文化类型的变迁及其现代化改造问题，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开发历史及其经验教训问题，
历史上的农牧关系与民族关系问题，民族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变迁问题，等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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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的研究可以直接或间接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能更好地发挥少数民族经
济史的社会功能，从而进一步引起社会的重视。当前，有些搞经济理论的学者研究民族经
济史，有些搞经济史的学者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的理论，他们能较好地把民族经济史与
民族地区开发战略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值得提倡的。但是，以贴近现代化建设的课题为
重点，并不意味着取消或忽视其他课题。一切为发展本学科所必要的课题，都应予以适当
的注意。 

关于"科际整合"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是一个边缘学科，它既是中国经济史的分支，又是中国民族史的分
支，同时又和民族学、边疆史、民族关系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学等有密切的关系。
它不但要从这些学科中吸收研究成果，而且要从这些学科中吸收研究力量。中国少数民族

经济史学科要依靠这些学科的配合与协调才能建立起来，换句话说，"科际整合"是中国民

族经济史学科形成的必由之路。当然，这种"整合"并非简单地切割这些学科的有关部分加
以拼凑而成，而是要在这些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和学科架构。当前，进

行"科际整合"的可行方式之一是建立学会之类的学术团体，把各相关学科中有志于少数民
族经济史研究或关心这种研究的学者汇聚在一起，逐渐形成一支既有主力军又有同盟军的
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交流信息，协调计划，组织对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以推动
这一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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