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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1 

总序(代)

费孝通

春节前，蜀家民委苟同志来看我，送我参加"兴边

富民行动"新闻发布会，并就担任领导小组的名誉顾

问，征求我的意晃。感谢同志的的关心和信任。主主之

年，动手 f故事己经力不从心，去r很乐意为后来人敲边

鼓、跑龙套。所以，名衔，我领受，由于其他原菌，没

有能够到会，看望久违丁的第一线的民族工作的同志

们。请代问同志们新春好!

现在，西部大开发这个世纪大题自己立起来丁 O 各

地、各部门竞相抓紧研究怎样切题、玻题，力争拿出一

泣的佳作。中央提出总体构怒之后，需要有若干的专题

规划，以有目标、分玲段地逐步推进和实施。我看，

"兴边富氏"是可以起到这种作用的专项规划和配套工

程二兴边富氏，是全国的事情，但首先是少数民族和民

族地，这的事情。国家民委发起这项仔动是应该、电是适

宜的，于国于民都做丁件有意义和有益的事。

中国形成多民族统一居家已有两千多年丁。在两千

多年的时间里，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珑，象:天下未乱边先

乱，天下己定边未定。现边疆治运L兴衰，可知国家统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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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分裂，国力强盛还是贫弱，民族和哇还是纷争，都

与边疆的稳定与否有着密切的联幸。古代称边疆作"四

蠢"称边疆少数民族作"四夷"。总的看，中国历代王

朝对边疆和边疆少数民族多采用羁漳怀柔政菜"吕俗

而治" "一仍其 1日气就是汉、唐、元，、清强盛时期，

电都无刀实行直接统治，无法做到全国政令统一。根本

原因在于他们实行的是民族压迫制度，采取的是武族歧

视政策。直到解放初期，边疆少数民族仍然保存着各种

各样的政治制度‘和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新中国成

立后，党和政府领导 7 一场社会革命，从而引导边疆各

民族共同走上丁社会主义道路，帮助边疆地区发展经济

主化，取得 7 房支性的伟大成就。

人类跨入新的千年、新的世纪，中国正在走向空前

的大统一，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的主兴。在我们朝着

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标迈进，着刀提高国际竞争力

和增强民族凝聚刀的时候，方霄.t是边境地区的发展，实现

富氏、兴边、强国、睦邻，不仅十分重要、十分必要，、

也是完全可以舟、得到的。

"兴边富民行动"应当拣住玛个中心词作文章。一

个是"边"。我国陆地边境钝绝大部分地区，都在少数

武族地区。"边"有时也是资源，是优势。在海上交通

兴起之前的一千多年里，陆路交通发捍 7 主导作窍，正

是通过举世闻名均丝绸之路，担，亚欧大陆上几乎所有的

国家都紧萦地连在 τ 一起。我国边疆各少数民族都为促

进中岳支注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做出丁自己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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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6表明，只有开放，才能活边，最终才能兴边。当

前，应当更加重视发挥少数民族在对外开放中的饨势，

通过沿边的大开放，促进边疆的大开发，实现，大发展。

必须看到，我医西部岳玲喝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比率

部面对的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更有潜刀，品且具有极为.

重要的战略意义。

芳一个是"氏"。孟子说:民为贵，社模次之。富

民才是粮本。边民富，才能边坊器。我一向认为，民族

地区的发展必须色拉少数民族的发展，不能离开少数武

族的发展讲民族地区的发展。我们既要深入发动少数民

族参与边疆动开发和建设，又要遥远开发和建设，加速

他们的现代化进程。特 Rlj 是对那些人口较少的少数民

族，我们过去往往采取照顾的办法，他们的生活虽有保

障，但失去传统的生产手段之后，没有找到靠劳动来从

事生产的新门路，容易引起精神生活的衰额。所以说，

一个民族，不论大，卜，要发展繁荣，就必须有一个坚定

的经济基础;一个民族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其民族特

点，就必须善于利用自己特有椅优势来发展经济，不然

的话，这个民族是要走向衰亡均。资本主义国家开发后

进地区的过程中，对土著民族搞"保留地"。实际上，

这是玩弄延民主义者搞"国民动物园"的老一套。在这

个问题上，是不是谋求珩有武族共司发展、共同繁荣，

历来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吟。

如果把"兴边富民行动"往户'深高三度延伸和展

开，开舍i 民族工作新局岳的历史轧遇，就，摆到岳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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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我算得上是一名老民族工作者。从 20 世纪 30 年代

搞瑶由调查起，开始接触民族问题，建国后一段时间还

有幸参与民族工作一些大的活动，在这之后，民族研究

一直是下功夫下得最多的学术领域。我以为.-f个世纪

以来，民族工作有两次大的发展机遇。第一次机遇是新

中国成立和民族地区的解放。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民族

地，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引导各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

路。民族工作的底子，忘不能说全部，但主要地来自于这

个时期的探索与实践。这个时期堪称民族工作的黄金时

期。现在，民族工作又远来 7 第二次发展机遇。这就是

西部大开发。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

区的经济文化 i毫步消除事实土的不乎等和缩小发展差

距，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我相信，抓住西部

大开袅的机遇，围绕西部大开发的大局，既继承前人，

又勇于创新，既志存高远，又褂踏实地，民族工作一定

能移再创新的挥埠，为全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相花万里丹山路，雏岚清于老风声。身逢盛世太、

平，又看到民族工作事韭后继有人，我由衷地，高兴和欣

慰。真诚祝愿"兴边富民行动"取得成功，祝愿武族工

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9号 普 骨

为 1 贯彻落实党中央、吕务院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

略决菜精神，在国家民委的直接领导下，民族出版社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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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出报一套以中国西部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

这划为书名的十二卷本大型丛书一一〈中国西部概览〉

丛书。我认为，这套丛书的及时出版是一件很好的事

情，它对西部大开发是一个很好的配合和支持，它将有

助于人有11 解中国西部的人文地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和技资开发环境，有助于人们认识西部在中医未来可持

龟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也有助于民族工作。武族

出版社邀我担任丛书总硕间，并为丛书撰写总序。西不

久前我曾给国家民委"兴边富民行动"领导小组写过一

封信，谈丁我对西部大开发的认识，所谈内容与丛书的

编撰主旨是一致的，特请出报社发表这封信，是为代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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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序

甘肃省常务副省长 郭珉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是以江

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在全局，审时度势，面向新世纪做出的

具有战略略克和战略意义的重大决菜。

甘肃省池，处西部的放心，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咯中的一个重

要崔份。在西部地区的生产刀布局中，甘肃省处于承志启岳、连南

带北均重要地位。甘肃省地域辽阔，国土总面积 45.44 万平方公

里，总人口 2543万，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闻名中外的古

丝绸之路和新亚欧大陆桥贯穿全境。

大力开发甘肃，不仅有利于促进甘肃经济的发展，/r)且还有着

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一是有利于维护西北稳定和国家安全。在

历史土，由于甘肃特殊的地理位置，它向来在西北地区起着拱卫关

中、翼护宁膏、襟带新疆萄特殊作用。二是有利于西北各少数民族

的现代化及各民族的留结和共同繁荣。甘肃自古以来是多民族聚

居的省份费现有 40 多个少数民族，尤其是四、藏人口占的比重大。

省内回族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仅次于宁夏吕族自治区，藏族人

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仅次于青海省。而且，由于甘肃临夏回族自

治娟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在整个田、藏文化，和宗教、历史中的重要作

用，使甘肃在西北地区乃至西部少数民族现代化中居于特殊的重

要地位。三是有利于西北地军的整体脱，赏和生态再造。长期以

来，西北地，这一直备受贫困人口多、句地多、黄土面积乡的"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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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扰，束缚和制约着全区的整体消除贫困和生态环境的镜复再造。

甘肃省的"三多"坷题尤为突出。全省有 49 个县属国扶和省扶贫

理县，有 200 多万人口生活水平处于贯图线以下。甘隶大体是三

分山、三分草、两分沙、一分林、一分碍。再加上人口总量和货围人

口绝对数高，品人均资源、占有量低，国土璜量差，己严重制约着西

北反贫困和国土整治的总体进程。理此，加快甘肃开发，是实施西

部开发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更是西部大开发战略胜利实施的重

要保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省经济有丁长足发展，形或 7 具有一定

娓摸的国民经济体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是甘肃历史土经济发

展最快、面貌变化最大、社会最安定的时期。 1999 年全省国内生

产总值达 931. 58 乞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jlJ3681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分别比 1978 年增长 4.84 倍、 3.31 倍，年均增长速度分别

比 1952-1978 年期间年均增长速度高 2.74 、 3.31 个百分点。

综观过去，甘肃省经济发展取得丁比较显著的成就;展望新世

纪，甘肃画 11;各着加快发展的大好机遇。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

施，甘肃省在西部大开发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开发潜力巨大，前

景十分广阔，地位和优势将越来越突出。第一，甘肃省具有大开发

的资源能势，一是土地资源丰富，全省、王旦有耕地.348.89 万公顷，人

均耕地面积 0.14 公项，为全厘平均水乎的1.78 倍，并有 80 万公

项宜农荒地高待开发，全省大部分地区日照克足，土地肥沃，水土

尤提条件好，有科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二是矿藏种类多，探明储量

丰富，全省已探明各类有用矿产 148 种，有 41 个矿种的保有储量

居全国前 10 位，其中镜、铀等 10 种储量居全留之首，甘肃素有中

蜀"有色金属之乡"前美称。三是水刀资源丰富，全省水力理论蕴

藏量为 1724万千瓦，可装机总容量为 1069万千瓦。四是动植物

资源、可魂，省内有野生动物 650 多种，有野生药材1270多种。五

是旅i存资源潜力 E大，以敦煌为主的古丝路沿线旅埠景点多，自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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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奇特，民族风情多样，文化遗址众多。第二，甘肃已初具大开

发的基础，一是甘肃己或为西部地区重要的资溃、加工莹在份，目前

已形成以有色、石化、电子、机械、电力、建材、轻纺、医药、食品工业

为主体，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束。二是河西商品粮基地已成为

西部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丁改善。三是交通

道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一定规模和基础，施j毒、兰新、色兰、兰青

等铁路子线和纵横相逢的公路网络， f吏甘肃成为西北主要的交通

枢纽，邮电i莲信全面实现 7 干线传输数字化，北京一呼和浩特一银

JII一兰州一西宁一拉萨、西安一兰剖一乌暑木齐和兰州一成都尤

缆通信屯己投入使用。四是甘肃省还拥有一大耗在国内外有影响

的科研院所、大专克拉和 30 多万人的技术骨干队伍，科技综合能

刀在全面具有一定优势。

跑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程，甘肃省、经济开发的先势和潜方

将会变成巨大碍物盾刀量，椎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甘肃人民将会

在己取得的物盾基础上，解放思怒，更新观念，抓住这一历支机遇，

板起开发甘肃的高潮，为吕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胜利实施，发挥更

为重要的作用。

〈中墨西部视览〉丛书〈甘肃〉率统、准确、具体介绍 7 甘肃省J昌、

情、省、况，交出丁优势和特色，分析?问题，并提出?相关战咯构怒

和对菜。其编撰出版，将为国内外屈友及工商界人士前来甘肃进

行贸易、投资、技术合作和旅溥观尤，共同为开发甘肃出力献策架

起一条信息桥梁。我们主要烈欢边圈内外朋友们来甘肃，参与甘肃

开发，领刀子再造西部主军适。

2000 年 5 JJ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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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篇·第一章 中国的地理中心西部开发的重要省份 1 

概况篇

甘肃省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省份，位于我国

地理中心，区划范围分子立纬 320 31' -42
0

57'，东经 92
0

13' -1080 

46'之间，望土面积 45.44 万平方公里。东接陕西，高邻四判，东北

与宁夏毗邻，西南与西部连接青海、新疆，北噩与内蒙古自治区和

蒙古国接壤。分属长江、黄河、内陆河三大涟域。境内黄河穿流雨

过，是中华民族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甘肃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

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既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又是新亚欧大

陆桥的咽喉:既是西北五省交通运输的中枢，又位于西部大开发所

涵盖的 12 个省区、市的中心地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甘肃作为西部开发的替梁和纽带，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一章 中国的地理中心西部开发的重要省份

甘肃省以古甘判(今张接)、肃州〈今酒泉)两地苦字而得名，因

在鼓山以西，故简称陇。

第一节历史沿革与行政区划

甘肃历史悠久，是我国远古人类的主要聚清地和古代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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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祥地之一。史前时期，甘肃气候这较温暖、温润，林草丰盛，

海琉纵横。根据考古发握的大量文物证明， 20 万年前旧石器时

期，就有先民在甘肃活动。新石器的文化遗址，在甘肃已发现千处

以上。西蜀时，秦人先捏在今天水一带与西戎杂居，历春秋战国，

秦国势力向关中发展。秦统一全屋后，没陇西郡，筑起了茜起临挑

东北至陕北的秦长城。汉武帝遣霍去病开发河西，使张毒逼西域，

置河西四部，徒民实边，发展军屯民皇，促进了潜牧于河西走庸的

民族自农耕的转变，并开拓了中西贸易的"丝绸之路"。魏晋南北

朝时壤，中累迭经战乱，在以荷西走廊为中心，包括今青海、宁夏、

新疆、内蒙古一部分的广大地区，出现了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

凉"五凉"政权。唐统一全雪后，设置陇古道。陪屠时期是中西贸

易陆上丝绸之路繁荣的顶峰，也是甘肃历史上政治、军事、文住的

鼎盛时期。出现了著名政治家李渊、牛僧醋、张议潮及著名诗人李

益、传奇作家李公住等。举世闻名的古迹敦煌莫高窟创建于东晋，

历经北魏、西魏、北周，至隋唐基本上形成了今自的规模。"安史之

乱"和五代、两宋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岭南移，吐蕃兴起于

河西，丝路阻塞。公元 1038一1227 年，党项族在今宁夏、泻西及甘

肃中部建立起了西夏政权，金事日亦曾领有今陇东、珑中和陇离的部

分地区。元代建立大一统帝国后，创立行省制度，分全望为 11 个

行中书省。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 1281 年)取甘捕、肃外i首字，

设甘肃行中书省，治野设张掖，除辖今吕甘肃之大部分地区外，兼

领今青海、宁夏、薪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次出现了甘肃省的行政区划。

明清时期，随着中央政校的强盛，大兴屯垦和移~戎边，农业

经济又有长足发震，插上中西交通贸易也有所恢复，中原同边疆兄

弟畏族的茶马互市自益繁荣。 {8经过千百年来的国家经济文化重

心东移和海上交通的发展，甘肃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与文化发展己

远非昔比。在建置上，清康熙六年(公元 1667 年)改陕西右布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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