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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贵州世居民族研究（第3卷），ISBN：9787541214264，作者：贵州世居民族研究中心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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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世居民族研究》

作者简介

　　贵州世居民族研究中心，是贵州省教育厅2004年5月批准在贵州民族学院设立的贵州省高等学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其主要任务是：　　1.通过组织重大项目产出重大成果，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
究同步发展，使科研的整体水平居省内领先地位，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更好地服务于我省的经济建
设、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事业。　　2.通过科学研究，培养高素质的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学术骨干，
努力建立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有关行业提供短期培训，成为我省本研究领
域的专门人才库与人才培训基地。　　3.通过参与制定本研究领域的发展规划，举办全国或国际学术
会议及接收国内外访问学者，建立图书资料中心和信息网络等措施，使基地成为我省本研究领域的资
料信息中心。　　4.面向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展咨询服务，提高自身参与重大决策和解决重大实践
问题的综合研究能力，成为我省知名的研究咨询服务基地。　　5.通过建立研究人员聘任制和内部分
配制度，形成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产学研”一体化的良性运行机制，在我
省科研体制改革方面起示范作用。　　贵州世居民族研究中心是贵州民族学院实体性的研究机构，现
有专职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13人，兼职研究人员39人，共52人。中心主任由院长聘任，实行主任全面
负责制。现任主任为徐晓光教授，副主任为李锦平教授和龙耀宏教授。研究中心设立由11名专家组成
的学术委员会。刘胜康教授任主任，杨昌儒、石开忠、李锦平教授任副主任。研究中心实行新的管理
体制和运行机制，所有人员均打破终身制。　　研究中心近期的建设目标是：集中贵州民族学院民族
研究力量，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3～5年内在基地建设方面有长足进步，研究水平有较大提高，
研究条件大大改善，科研管理明显创新：5-10年内推出一批在省内乃至全国都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使
研究中心成为研究贵州世居民族主要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成为省内一流国内知名的民族研究机构。　
　研究中心以研究贵州世居民族为主，每年资助2-3项重点研究课题，推出贵州世居民族研究丛书。研
究中心主办《贵州世居民族研究》年刊，主要刊载本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有关贵州世居民族的研究论
文或调查报告，也适量采用外稿。　　贵州世居民族研究中心欢迎国内外学者来访和交流，愿与国内
外研究机构及学者合作研究，共同申请研究项目与联合培养研究生，承担应用性项目并提供本研究领
域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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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世居民族研究》

书籍目录

民族法学研究反排寨苗族原始宗教与习惯法规范研究民族语言深感试论民族语言在民族隐秘文化调查
中的作用水语“la:k8”和“?aj3”的语法功能及语用特点汉侗英名词的功能异同试论布依族习得汉语的
用词偏误及双语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试论民族语文翻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重要作用民族艺术学研究
对苗族飞歌、侗族大歌的保护及其开发的几点思考论独山花灯的传播民族史学研究水族源流考证——
从历史典籍、民俗风情、水书水历窥探水族之源试论梵净山地区历史上的生态保护水族来源浅议民族
社会学研究浅论精英在多民族移民社区村治建设中的特殊作用——以贵州省金沙县八一村为例三都水
族自治县水族妇女孕产期保健服务与行为分析——国家、市场、社区、家庭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民族
文化学研究文化人类学与乡村祭祀仪式苗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以雷公山地区为例民族经济学
研究清水江流域的自然历史状况与林业经济的兴起⋯⋯民族古籍学研究民族教育学研究民族医药学研
究苗学研究布依学研究侗学研究彝学研究水家学研究他山之石人物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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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世居民族研究》

章节摘录

　　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太来彝族苗族乡经济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效。究其原因，太来彝族苗族
乡经济发展主要遵循着“产业结构调整--管理体制创新--能源开发”这样一种模式运行。这种模式，
我们称之为“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模式构建的好坏，直接影响和制约地方经济发展。因此，我
们在构建民族乡经济发展模式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因时因地制宜。毕节地
区有77个民族乡，每个民族乡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资源富集程度、人才开发等都存在着一定的差
异，这种差异性决定了我们在构建经济发展模式时，不能搞本本主义，照抄照搬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
模式，必须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自身地理因素的变化做好策划。　　第二
，信息来源。每个民族乡在生产、生活、交通、人际、通信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性
，决定了我们在获取信息和争取资金的途径不一样，每个民族乡在构建经济发展模式时，得以信息为
导向，争取资金，更好地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服务，少走弯路，避免重复性建设和资源的浪费。　　第
三，扶贫开发带来的盲目性。随着西部大开发向纵深发展，我们的民族乡都不同程度地争取到大量的
资金来发展自我，这是一个有利的条件，民族乡要充分把握好这个难得的机遇。然而，我们往往会被
这种有利的条件所麻痹、所蒙蔽，因为这种扶贫资金是短暂性的。它只不过是党中央在东西差距拉大
的情况下，作出的重要部署，若是我们不利用好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就要落后于人，落后于其
他发展较快的地区。　　总之，民族乡在利用这个机遇构建经济发展模式时，不能盲目。利用扶贫资
金，加快经济发展，炼就好自己的“造血”功能，这才是民族乡最好的出路。第四，能源开发与生态
保护。我们的大多数民族乡，资源都比较富集，但就是缺乏必要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为了开发资源
，发展经济，民族乡都要向外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然而，民族乡在开发资源的过程中，往往会忽
略了环境的保护。譬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东风镇，过去在开发锌矿时，经济发展较快，但
是现在，锌矿开采基本结束时，大片的良田好土被矿渣淹没，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又带来了诸
多的困难。与此同时，煤电的开发又是目前毕节地区民族乡资源开发面临的一大挑战。所以我们在构
建经济发展模式时不可忽略这些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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