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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路径研究

徐江虹

【摘 要】协调发展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以新发展

理念特别是协调发展理念为指导，运用系统思维和矛盾分析方法阐述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

临的新形势与发展定位的关系，分析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中制约影响发展的各种矛

盾因素及其表现形式，并探讨处理区域与中心、特色与均衡、特殊与统一的关系协调及相应解决

途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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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进入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征程中，民族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
展对于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我国的全面小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及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对于确保各民族同步进入小康社会，有着巨大的作用。

因此，认识和努力正确处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对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实
现民族地区科学发展目标和达到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在新时代条件下，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取得了巨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
社会变革，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取得了全方位的伟大成就。

（一）从全国形势看，全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
现今国内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二，经济仍保持中高速增长，区域发展协调性也得到了增强，对

外贸易、投资和外汇储备都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我国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也相应地取
得了重大发展，军队和党的建设成效显著，全面改革有了重大突破和进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已进入
世界前列。“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1］这表
明，我们中华民族和国家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时代。

这个新时代，是我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同时，现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从发展总
趋势看，和平力量与和平发展趋势正在强化，和平、安全、平等、合作、开放、包容和繁荣，已是
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追求，并成为发展的主流。这种主流，不仅有利于我们实现新时代伟
大目标的进程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我们参与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

（二）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
1. 经济方面：经济总量大幅提升，民族地区主要的 8省区国内生产总值已从 42053亿元增至

74736亿元，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从 30965亿元增至 71322亿元。［2］而且总体上工业经济保持了高
速增长态势，2015年，民族 8省区增速均高于全国 6.9%的平均水平。同时产业结构也有了一定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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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2015年，如内蒙古高新技术、装备制造、有色和农畜产品加工工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
47.3%，同比提高 12.6%。［3］从脱贫人口看，到“十二五”末期，民族 8省区贫困人口从 5049人下
降为1411万，贫困发生率也有大幅度下降。

这表明，在新形势下，民族区域经济实力得到了新的增强，发展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有些地区
已成发达地区，有些地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有些地区正在发展成为新的区域中心和对外
重要口岸。

2. 社会发展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民族地区社会事业、社会关系也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进步。
从教育发展看，到 2015年，民族地区已形成了从民族小学到民族高等学校在内的民族教育体

系。并且实现了少数民族从本科到研究生教育的全体系。如新疆到2016年，已基本实现了九年义务
教育全覆盖，南疆三年学前教育，12年基础教育全覆盖。［4］从职业状况看，民族地区人民从传统农
业转向城镇非农业就业已有了较快发展。据 2012年相关学者对新疆、内蒙古、宁夏、广西、青海、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自治州和湖南等 7个省（区州）的调查说明，这些地区的城镇少数民族非农户籍
已高达 86.68%，与同地区汉族非农户籍的 88.26%接近；［5］另外，从农村居民外出务工的情况看，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为例，2007年为 150多万人次，到 2012年增加为 258万人次。［6］说
明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身份和各族人民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情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

从人民生活的基本权利保障情况看，到“十二五”末，包括“五保险”的新农保和城镇保险制
度在民族地区已实现了全覆盖，并实现了自治区一级统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
就，人民生活普遍发生了巨大变化和提高，如新疆，从1978年至2016年，城镇居民收入从319元增
加到28463元，农村居民收入从119元增加到10183元，分别增长了88倍和86倍。［4］

这表明，随着改革开放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变化，也正在向更广度和
深度发展延伸。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胜利表明，民族和民族地区面貌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从而为迎接新时代共同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重要的基础和条件。

二、民族地区新发展任务与发展中的矛盾

由于民族地区原基础薄弱，自然社会条件与发展路径选择的制约因素较大，因而发展仍存在较
大不足问题，主要是产业技术与价值均处于低端，结构单一，自身发展能力欠缺，经济总量与人民
收入较低，与东部发达地区比较，差距还在扩大。有资料表明，2016年前，民族地区 8省区的经济
总量之和只相当于广东一个省，30个自治州经济总量之和，只相当于苏州一市，［7］教育与社会事业
发展仍较落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和功能发挥与经济社会发展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
人的发展权利实现受到制约。这就使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为突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显现。

（一）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与发展水平较低的矛盾
这是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和加快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其突出表现

为：经济现代化发展对产业提出高效优质发展要求与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仍处于低端的现实状况不相
适应。由于历史原因，民族地区工业主要构成部分是以能源、原材料为基础的资源型产业，其发展
以东部市场需求导向和以传接发达地区技术为主要特点，其技术和价值链均处于低端，即使一些具
有非常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的特色产业，也因基础设施、产业链延伸、文化因素和环境条件的制
约而难以在生产链和价值链上取得重要地位。

这种状况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一是自身发展动力缺失。由
于产业低端，技术粗放状态形成常态，而价值低端又使企业收入分配处于低端水平，这就必然导致
产业发展资金、技术、人力资源要素提升，需求不旺和满足乏力，并成为产业发展升级缓慢的重要
原因。二是结构单一，经济、产业全面协调发展不足。由于资源型、原材料型产业发展，在产品结
构，规格、品种、技术装备方面都要受到发达地区产业需求制约，市场单一，因而本身延伸产业链
和相关联产业发展要求及能力不足，加上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支持、导引、合力作用的发挥也有较
大难度，因而其发展对推动区域内的一、二、三产业相应发展作用不足，不能导引和促进区域内经
济的健康协调发展，也无实力推进与全局、区域间发展的深度协作、优势互补和成果共享的协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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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格局实现。三是民族地区工业发展往往只能走依靠国家加大投入、以自然资源消耗和破坏生态环
境为代价的道路，造成人与自然发展不协调、不和谐的后果。

这些矛盾和问题，从发展理念与发展路径看，则集中表现为经济发展定位与方式问题。从发展
状况的衡量要求来看，到底是以物的数量增长和以原材料基地目标为主，还是以结构优化有自己特
色、优势产业为中心形成新的增长点，或者是以区域中心目标为主全面协调、较快发展？在经济起
飞和工业化发展初级阶段，民族地区从自己优势、资源条件出发，首先致力于开发资源和发挥在全
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基地作用，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这有其必要性。受现代化发展地区梯度理论
影响，实践中形成某种路径依赖，但在经济整体发展一定阶段后（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仍继续这
样发展要求、地位和发展方式，就必然会造成区域城乡差距拉大、社会两极分化扩大、生态环境恶
化、自然资源枯竭化的后果，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利益提高都陷入困境。

（二）民族地区社会现代化发展要求与社会发展滞后不相适应的矛盾
民族地区社会现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任务中重要组成部分，对周边国家、地区有

重要影响，其发展建设也必须与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其根本要求和终极目的是人的全
面发展，因为这样的人与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相结合，才能真正顺利推动生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这方面，当前民族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现状不相适应。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社会人

口城市化、工业化、教育普及化和健康服务普遍化；社会关系开放、平等化、民主化、法治化、社
会成员发展权利机会平等；社会成员活动以职业、行业为基础；传统信仰文化能适应社会发展进步
要求和世俗化。在民族地区，在传统农业社会仍居主要地位的情况下，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环境和条
件。原因是民族地区特别是农村，基本上仍然是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其特征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
小规模生产，人口分散；社会关系以血缘为纽带，并与地缘相结合，群体生活系统封闭狭小，人们
处理生产生活问题以自身经验为评判准则，在这样的经济社会关系基础上，形成了以经验最丰富的
家长、族长以至宗教教长为中心的权力等级和人身依附及亲疏关系，并相应地产生了以血缘、地缘
为基础的小团体观念、等级观念、权力崇拜和单向义务等思想与习俗。这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
显然与社会现代化要求不相适应，并成为社会成员接受现代教育、卫生服务和劳动就业选择及经济
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障碍，而其居住分散、偏远则使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成本增加，不利于资源的优
化配置和组合，对民族地区的平衡充分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2.人的全面发展要求与民生发展水平不相适应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教育发展仍较为落后，
文盲人口和初中以下人口占比较大，义务教育巩固率只有 86%，远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7］大专
以上学历占比较低，在地区基层，较高水平的专业卫生人才仍较缺乏；二是就业选择仍较困难，非
农业人数比重较低，除农业生产外，由于少数民族在语言、习俗、宗教信仰和技能方面原因的影
响，人们外出务工和非农业就业选择困难较大，外出就业地区比较狭小；三是社会保障的基本任务
仍很重，实现与全国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还较远。

上述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基本权利是否享有和保障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相适应协调发
展、提高和完善问题，是发展成果应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问题，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
内在根本动力问题，正确处理和解决，就会使社会充满活力，人民团结奋进，预期目标任务顺利实
现，否则，发展就会偏向，就会出现社会动荡分化、地区动乱和国家分裂的严重后果。

（三）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及功能发挥不相适应的矛盾
1.文化基本设施建设发展，还不能满足民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包括文化馆、站、

团队和现代传媒的建设，传统优秀文化的保护、传承、研究工作等，都有待进一步加强。
2.在文化功能发挥上，还存在一定的导向性的问题，一是在文化育人方面，仍存在传统文化中

落后因素与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要求的矛盾，主要是传统文化中的权力依附、等级观念、义务本位和
狭隘民族意识等思想意识，对民族群众仍有严重的影响，从而对法治权威、平等观念、权利本位、
国家利益至上等现代社会要求的公民意识培养与教育起了制约和阻碍作用。二是在文化产业发展上
对民族传统工艺品生产发展的支持工作仍有不足，主要是最具有特色的民族传统手工艺品，如饰
品，刺绣，编织等产业，对产品文化元素的传承、研究、创新支持和导引不足，虽有些省、区已较
重视发展，但总体发展仍不平衡。三是在与经济结合发展方面，一些地方往往将民族传统优秀文化
影响力用于单纯为商业利润的服务上，任意编造，迎合市场某些低级庸俗要求倾向去兴建、装修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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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遗址，包装内容失去了原本优秀文化的核心意义，形式上又单纯强调复古，从而导致传统优秀文
化传承出现商业化、庸俗化发展的偏向。有些文化产业在与资本结合中，发展被资本利润所控制，
导致发展方向偏误，产业发展也被破坏。四是对宗教信仰文化过于放任，强化其发挥为社会主义社
会服务的功能作用导向不足。

上述各方面矛盾发展的实质，是经济社会高水平发展要求与民族地区仍处发展低端状况之间的
矛盾，这也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民族地区的具体表现。认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
的这些矛盾和问题（也包含了生态环境、治理和治理能力等相关联的问题），把握其发展变化规律
和趋势，是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问题的首要前提及基础。

三、推动民族地区协调发展路径的思考

上述表明，在新时代，要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从地区实际状况出发，对发展中的
各种重要矛盾和问题做出相适应的应对措施和解决途径，并与全国经济发展总体要求相适应和协
调，才能更好地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妥善解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高质量快速平稳持续
发展

1.优化结构。一是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主要要求在技术结构上，采取有选择地传接与自主
创新相结合原则，改造原以资源、原材料为主的粗放型产业转变为技术含量高、产业链延伸、能进
行深加工的高端产业及相关产业，即要求以原优势资源为基础，发展化工、精钢产品产业，以及农
产品的粮油、肉奶、药材、林木的深加工产业，促进传统产业、技术、产品的高端化；并努力创造
自己的精品、名牌，夺取产品价值链上的高端定位。二是突出特色，即加快加强建设优势资源或以
优势基础产业为依托的优势产业，提高它们的现代科技水平，增强其整体实力，使之成为民族地区
的优势产业或先进制造业产业，并使其形成和保持有更大影响的名牌产品。如广西决定利用本区铝
制品优势，构建广西铝制品工业精深加工、高质量发展的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计划到 2020年底，
形成高端铝合金精深加工、汽车、航材锻造（军民融合）、轨道交通和高端绿色建筑铝材等五个百
亿元产业群，这不仅延伸了该产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推动产业发展走向高端，而且为促进广西的
产业升级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8］又如现已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有些地方政府重
视的民族地区民间传统手工艺品，包括饰品、刺绣、编织品等，其生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
的文化底蕴，区域性、民族性特征突出，且设备要求较低，过去因历史原因出现了产品文化创意不
足、与现代生活脱离、附加值低等问题，但其产品市场独占性较强，技术提升有较大空间，只要与
文化发展和现代服务业相结合，产业发展就会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取得重要的地位，并在产业结构
优化和经济发展中起重大的推动作用。以贵州省为例，其 2017年的手工业产值就高达 60多亿元，
带动了百万人就业，建立了十多个传统工艺工作站，并与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合作，以培训
人才，提高产品设计、制作水平，并以文化创意融入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大大提升了产
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9］三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发展，加强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使其成为支撑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支撑。这样，使民族地区形成以特色优势产业为核心，以
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基础和相互协调的产业集群，形成产业发展与资源及要素相适应一、
二、三产业间发展相协同和区域间发展相协调及深度协作的产业结构。

2.增强民族地区发展基础和发展能力。一方面，仍需要国家加大投入（含中央对民族地区重大
项目和新技术的支持投入）和发展的引领力度，需要加强全国各地区的支援和合作；另一方面，在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需要和周边更广大的区域内进行互换互联互通，努力进行以资源合作为
基础的全方位的区域互利合作，既有利增强自身的发展力量，又有利于促进区域各国的共赢发展。

总的来说，要以更适当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条件来不断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推动
经济平稳持续而又能加快和高质量地发展，从而使自己地区的发展与全国协同均衡发展，并在区域
发展中居于中心地位和发挥驱动作用。

（二）正确处理和解决民族地区社会现代化发展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1.着力解决传统社会的落后状况，加快与社会现代化建设目标要求的同步发展。主要是加快作

为与社会现代化基础的产业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从而促进人口聚居，促进人们生产方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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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交往方式的相应变化，促进人全面发展（包括人的文化科学知识、专业劳动技能和身体素质
的发展要求）。同时，产业现代化和城市化也为这些要求的实现提供了最基本条件。因此，首先要
加快加强民族地区三大产业的协同发展，相应推进以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相协调的城市群建设，努
力促进二者之间的同步发展，以为民族地区人民从封闭的农村走向开放的城市和群体构成、生产、
生活方式的变化及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坚实的基础条件。

2.促进人民发展权中最基本的劳动权（受教育权是基础）与健康权（医疗卫生）的实现及保障
条件的改善和提高，并不断与发展要求相适应和相协调。一是加大对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的投入。
包括中央与当地政府投入的加大及发达地区支援和社会力量支持力度的增强，为解决好环境条件最
不利地方的入学和学习巩固条件问题，以从总体上更快地缩小与发达地区教育发展差距和强化地区
全面发展的经济实力基础；同时，努力建设、完善人民就业培训的制度和机制，使人民能具有顺利
融入现代社会和从事大生产劳动的基本相应条件。二是创造扩大就业的更多机会和条件。主要是坚
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与扩大就业相结合、少数民族群众就业的必要支持与就业的反民族歧视相结
合、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分配公平相统一的发展要求，使民族地区就业岗位增加，劳动报酬与经济发
展相适应，从而促进少数民族群众的劳动权更有效地实现。三是在基本社会服务均等化基础上，还
需要更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更贫困、落后地方及更弱势群体的帮助措施和力度。实施重点倾斜政策，
着力解决某些特殊自然地理地带障碍引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成本上升而影响该地区群众享受均等
民生权利的问题，解决好均等服务与重点帮扶的互相促进和共进的关系。使在强化对民族地区整体
帮扶基础上更关注发展短板中的短板问题得以公正地解决，进而促使所有民族地区和人民的基本权
利都均衡实现。

3.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和发展，强化社会联系和合作。针对民族地区传统宗法社会影响较深的状
况，一是要在新型产业组织中劳动、生活具有广泛和较密切的特点，通过劳动、学习、生活和群体
活动的制度、形式，强化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合作、互助关系，使他们能顺利地实现社会角色的
转变。二是加强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完善，主要要求：降低准入门槛，引导其加强自身的建设，加强
法制法规管理和约束，完善减税、财会、福利、捐赠等配套制度，规范其活动方向和范围。促使其
能成为群众的自我教育管理和进行社会活动并能帮助民族群众更好地摆脱旧传统影响的束缚，顺利
融入现代社会的新型社会组织。

（三）加强文化建设和文化功能的发挥，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协同发展和世界的
文化发展进步

1.加快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强化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一是加大投入，并在公共文化
服务发展中贯彻执行均等化与民族地区重点倾斜及特殊照顾的政策。着力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推进民族语言文字的建设，扩大文化交流工作并通过实施万里边疆
文化长廊建设、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和贫困地区民族自治县、边境县、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
活动等，以满足人民多样的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利的实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既促
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又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竞争力。二是加强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民族优秀
文化与产业发展相融合，一方面，充分利用民族文化的特色优势资源，形成强大的文化产业集群，
如民族文艺、影视团体等，其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其强大发展就起着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同时又
能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和发挥其育人的功能；另一方面，以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基础，形成
有特色的名牌产业，如民族工艺品、民族文化旅游、民族医药、特殊农畜产品产业等，同时，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使文化与实体产业更好融合。这样，既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形成一种新的动力，推
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又有利于环境和结构的改善。

2.处理好民族文化发展与社会主义文化、中华共同文化主导地位作用强化的关系，促使民族文
化的发展繁荣与积极作用的发挥相一致。一是强化和巩固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以它为指导形成
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核心价值观的领导和主导地位，发挥其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
会发展进步的伟大精神力量作用，其他文化、理论、思潮都必须与之相适应和协调。为此，必须加
强社会主义思想和核心价值观教育，使社会主义理念、制度原则和核心价值观，深入贯彻到社会生
活的各方面，并坚持以此为标准，检验重大实践活动的方向、方针和一切群体、个人行为表现是否
正误问题。二是要促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主导文化相结合、相交融。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共同文
化重要因素和发展的支撑力量，如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天下一家”思想、追求幸福与反抗黑暗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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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与社会主义理想、制度文化相适应相结合，勤劳勇敢、艰苦朴实、亲和思想与核心价值观相
适应相包容，信仰文化中的教义、教规、教行与主导文化要求相适应发展等，使主导文化的教育和
影响作用的基础更广泛更深厚。同时，也促使民族文化发展方向更正确，实力更坚强，前景更广
阔。三是发展创新文化传播形式，使理论认知、情感培育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更密切地结合，主要是
通过文化传播活动，既强化了主导文化的教育和引导，又能更好地传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促进
民族团结进步与国家的统一，并在活动形式、仪式方面有了创新，从而更为有力地强化文化的培育
人的全面发展功能和繁荣进步。

3.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发展、进步的示范影响作用，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文化发展提供一
个中国方案，坚持世界文化的共存与包容，促进各国文化的交流活动，推动世界文化的共同进步和
共同繁荣。

总之，新时代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引下，坚持协
调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根本要求，在处理各种矛盾和关系中坚持区域与全局、加快与高质、特色与均
衡、特殊与均等、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形成内外联动、东西并进的格局，以顺利推进民族地
区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实现民族地区由欠发达地区向前沿中心发达区转变的任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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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THE FUNDAMENTAL
WAY FOR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MINORITY AREAS

Xu Jianghong

Abstrac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and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ields in minority areas. Guided
by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especially the concept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situation faced by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areas and the orientation of development by usingsystemic thinking and contradicto⁃
ry analysis methods, and analyzes the restrictive influences in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fields of minority areas.It also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cessing area and center, charac⁃
teristics and balance, special and unified relationship a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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