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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对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阶段性思考。首先，本书把具有不同特征的民族地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都统一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来，即无论各地区发展模式有多大差别，最终都要
用小康社会的整体指标体系来衡量其发展程度，从而使不同民族地区有了可比性。其次，本书选择属
于不同行政区划(湘、鄂、渝、黔)但却有相同或近似的地理、文化、资源禀赋特征的武陵山区少数民
族州县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研究这一区域的发展战略，并将共性规律推广
到其他民族地区，从而使其研究结论既有特殊性，又不失一般性，颇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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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俊杰，男，汉族，1971年11月生。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华中农业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中
国少数民族经济和区域经济。2000年主持中南民族大学基金项目《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地区中小企业发
展对策研究》，2002年主持中南民族大学基金项目《武陵山区少数民族州县优势产业定位研究》
，2004年主持湖北省统计科研计划重点项目《湖北少数民族州县小康实现程度分析》，2004年主持湖
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湖北少数民族州县小康实现程度分析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策研究》，2005年主
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省际边界民族地区交通经济带研究——以武陵山区少数民族州县为
例》。发表论文三十多篇，其中，《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地区中小企业发展对策研究》系列论文获武汉
市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湖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关于长阳土家族
自治县招标建设专业村的模式调查》获2005年度国家民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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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　第一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视角下的民族地区经
济和社会发展　第二节　民族地区小康进程概述　第三节　武陵山区少数民族州县小康实现程度与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第二章　科学确定和发展民族地区主导产业　第一节　主导产业选择基准理论和
民族经济工作者的贡献　第二节　武陵山区少数民族州县主导产业概况　第三节　武陵山区少数民族
州县主导产业定位模式第三章　实施民族地区特色经济战略　第一节　民族地区的特色经济和特色经
济战略　第二节　民族地区实施特色经济战略的资源依据　第三节　民族地区培植特色经济的实践　
第四节　武陵山区特色经济发展策略：以特色文化产业为例第四章　加快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进程　
第一节　农业产业化是民族地区全面小康建设的现实选择　第二节　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状况及制约
因素　第三节　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对策　第四节　对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农业产业化
的个案研究第五章　加快实施民族地区城镇化战略　第一节　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总体概述　第二节
　中小企业与中小城镇“捆绑”发展，联动推进　第三节　湖北民族地区城镇化格局和发展趋势第六
章　优先发展民族地区中小企业　第一节　优先发展民族地区中小企业的依据　第二节　制约民族地
区中小企业优先发展的因素　第三节　促进民族地区中小企业优先发展的宏观政策和微观对策　第四
节　民族地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模式　第五节　民族地区中小企业的十种市场定位模式
第七章　构筑民族地区交通经济带　第一节　民族地区交通运输的成就与不足　第二节　交通经济带
理论与实践对民族地区的启示　第三节　构筑武陵山区交通经济带　第四节　对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交
通经济带的个案研究第八章　加强民族区域经济协作　第一节　开放环境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第
二节　运用区域方法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与启示　第三节　省际边界民族地区经济协作研究
：以湘鄂边界为例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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