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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一〉

-3-

E 

·早在 80 年代末巅，我和扬起东南志就萌发了辑写一本《宁夏

经济史》的念头。当时，我们参与《中臣西北近代开发史》和在宁夏区

域经济模论》的研究工作，接触到一些宁夏经济史的文献资料，于

是凭着一股热情，开始了对宁夏经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准备

在宁夏地方经济史这一尚未被人们系统涉梧的领域里充当拓荒者

的角色。

时值宁夏回族自治区制定社会科学"八五"项自规划，我们斗

应向规划领导小组提出了立项申请。孰释我们的申请得到宁夏经

济学界和史学界专家们的认可，经评审委员会通过和自治区社科

娓划领导小组批准，<<宁夏经济史》被到为自治运社会科学"八五规

划 "21 个重点项冒之一。

作为拓荒者，我们在立项之曾就散了吃大苦、耐大劳的患想准

备。但是，当我们接受了课题任务之后，才发现原有的患想准备仍

然不充分。这是由为 z第一，我的商人都是自治运党校的教员，教学

是我汩的主要工作，只能辑用业余时间进行课题研究，时间对我们

如此吝膏，给我剖造成了模大压力。所以，临近课题应该结项时才

仓促就稿，未能进行仔细的推敲和修改。第二，南全国的情形一样，

在宁夏的历史文献中，关子经济史的记载往往是零零星星的，缺乏

系统的资料，尤其缺乏古代和近代的经济统计资料，因而银难进行

量千七考察。所以，现在这个穗子，连我们自己也不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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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济史是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及其现律的学科。社会经济

结构，在包捂反映生产关系的所有制结构，又包括反映生产力结特

的技术构成、产业结辑、产品结构等。在《宁夏经济史》的撰写过程

中，我妇正是以"社会经济结构"这一既定对象，力求反映宁夏经济

演变历史的基本宙就，并力求探索其变化规律。

《宁夏经济史》以现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仔政区划为主要莲

围。之所以是以"主要"二字，是国为人类的经济活动绝不会以仔政

区划为界段，总是存在与周边地区的经济交往，即使在古代的自然

经济形式下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在引用资料时，也涉及与宁更有

经济联系的相关地区。

《宁夏经济史》以远古先民在宁夏的早期经济活动为土摄，~

198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域立 30 周年为下陵。 4全书分为古代、近代

和在代三麓，共九章。按照常规，应该是"当代述志，隔代修史"，哥

本书却设计了 u现代篇"。这是 E为在漫长的宁夏经济发展历程中，

新中菌建立之后的几十年，是宁夏地区经济面貌发生巨变的时期，

如果短缺了现代部分，就难以反映宁夏经济历史的全貌。

(三〉

经济史就其本盾商言，是一门经济学科，是经济学的一个分

支。但它又不属于一般的理论经济学科，理论经济学是舍弃了具体

现象之后的理论抽象 z 市经济史则要求通过详尽的历史考察，进好

具体的描述从南反映-00 或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历

史。因此，经济史又具有明显的历史学科的特缸，只不过它要求运

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各种经济历史现象加以科学的论证。鉴于

此，我们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十分注意史论结合，尽量散到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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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出，立论有据，既按黑坷史的脉络描述宁夏经济的变先，又以马

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力求揭示宁夏经济发展过程的演变规律。

E荆经济史与地方经济史虽然都以社会经济结特的变化为研

究对象，但它的又有明显的区别=国财经济史是从宏观上考察一国

的雷民经济发展史苦地方经济史剧是从中观上考察一个地区的社

会经济发展史。所以，编写一部地方经济史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

否反映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

那么，宁夏经济发展的历史有哪些特征呢?在研究过程中我们

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窜。

第一，宁夏历代经济具有明显的外延桂开发性特征。

资摞是人类从事物盾生产活动，获取生活消费资料的基本要

素。宁夏是位黄河而存在，依黄河而发展的。作为母亲河的黄河，

给了宁夏以特黠患踢，它流经宁夏 397 公里，从黑山峡曹长滩进入

宁夏境内后，水势突然减缓，经过漫长的岁月，冲积形成了著名的

宁夏平原，誉为"塞上江南"。

然商，"天下黄河，唯富一套"，但仅是大自然的患宠吗?并不尽

熬。黄河E然给河套地区带来了发展经济的主好条件，但更重要的

是，令人称羡的"塞上江南"是生活在宁夏这块土地上的历代人民

前仆后继，辛勤开发的结果。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依靠自然资摞发展经济是一种普遍现象，

即使在当代发达的商品经济形式下，主然资挥部然是发展经济的

一个重要条件，事实上，绝对无自然资嚣的国家和地区是不存在

的，区别仅仅在子多寡不同以及如何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去发展

经济。

上已述及，黄河孕育了宁夏克沃的土地，黄河给宁夏带来了水

利之便。历代人民对宁麦的经济开发，正是匮绕着利照这一自然资

漂优势进行的，自秦汉至隋唐，西夏乃至元明清，周代人民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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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苦卓绝的土地开发和水科建设活动，使宁夏从荒漠变为绿洲，成

为西立著名的模食生产基地。

及至近代和现代，人们侥然没有停止对黄土地的开发，没有停

止过黄河水利工程的建设。倒知，当代的图海扬黄工程、盐环定扬

黄工程，以及正在拟议中计划实施的宁夏扬黄扶贫灌现工程，都是

向生产鸪广度和深度进军的经济开发壮举@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宁麦经济史，就是一部宁夏人民开发科

用黄河资涯的历史。

第二，宁夏经济史是多民族共同制造的挥煌历史。

宁麦是多民族聚居区，从古至今，通过移虱和战争演变，先后

有几十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辛勤劳作，共同创造了宁夏的物厦

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古代，由于宁夏处于北方草原文先和中原农耕

文化的结合部，所以畜牧经济和农业经济交替发展，时而是北方潜

枝民族的畜牲生产方式占上风，时而是中原茨族为主的在耕生产

方式居主导地位，至明清两代，农业经济才逐步巩留下来。到近代，

艳处西北内睡捷地的宁夏尽管受到全理由近代生产方式过渡的影

响，也有一些近代经济活动的尝试，但在总体上传保持着若干民族

特色，如具有回族特点的手工业、商业和铁食业等。

在宁夏历史上，复杂的民族关系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相互联

系、相互佐赖的关系。如前所述，这是由宁夏的特殊地理位置和资

漂特点决定的.一方亩，宁夏草丰水美，宜于发展牧业生产，所棋北

方潜牧民族必争这一经济基地 z另一方富，宁夏土地肥沃，引黄灌

摄便利，所以中原政权视宁夏为屯垦戍边的战略要地，也是必争之

地。因而宁夏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经常出现"战和"局亩，即为了争夺

宁夏这一战略要地，有关民族之闰常常诉诸武力，兵戎桔见，但更

多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和平相处，共同进行经济建设。

纵现宁夏经济的发展历程，虽有民族间的战争，但民族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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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史的主琉，正是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最赖，相互交流，

相互影响，共商促进了宁夏经济的发展二

第三，宁夏经济历史具有大起大落的显著特点。

这一特点在古代宁夏表现尤为突出，每一个朝代都有经济发

展的繁荣时期，也有经济衰散的萧条时期。经济发展时"仓票充实，

财政盈余飞经济衰退时则"民不耕生""十室九空"。呈现出"开发，

经济发展一一艘坏，经济衰退一一再开发，再发展"的历史锺环现

象 e 及至近瑰代，经济大起大落的魂象虽然已不十分明显，但是侥

有较小的起伏。

什么原理造成这种大起大落的现象呢?我们认为 z苦先是战

争。在古代，由于宁夏地理位置重要，几乎每一个王朝更迭爆发的

战争，民族之间为经济利益发生的战争或农民革命战争，都要以宁

夏为主战场或者波及宁夏。这些战争，极大地墩坏了当时的生产设

施，造成劳动力流失，经济遭受极大镇失。但是，战争结束之后，当

权者和劳动群众又敢靠宁夏能越的自然条件迅速恢复生产，经济

又再度出现繁荣.棋如，西夏后期与元素政权的战争多数都是在宁

夏境内进行的，残酷的战争使西夏以兴庆府〈今银川市〉为中心的

经济基地遭致灭事之灾.元朝对宁夏的统治地位确立之后，又采取

措施恢复经济。到了近代，战争的捐霆岱时时笼罩宁夏大地，晚清

政府镇压快甘回民起义的战争，北洋军阁统治砖期的军剖混战，宁

夏行省建立之后，马民地方军再追随蒋介石打内战，都给宁夏经济

造成丁破坏性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之后，宁夏才真正得以安宁，经

济才得到稳定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我们作如是封新，并不否认马克患主义关于政治是经济的集

中表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性盾之分的基本

原理.问题在于，发生在宁夏历史上菌战争，多数不具有解放生产

力，促进经济发展的性质，往往是各统浩者集团之闰为争夺对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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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i台权而发生的战争。这些战争反峡前并不是社会劳动群众的意

志，而是统治者的意志。我们着意强谓的是，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一个菌家如此，一个地区亦如此。宁

夏古代和近代经济的起伏不定和现代经济的稳定发展，正是一个

确凿的明证。

其次是天灾人祸§所谓天灾，是指自然灾害对宁夏的侵袭。所

谓人祸，是结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虽身造成的祸患。宁夏

自然地理由北部引黄灌班平原和南部黄土高原山区两个单元梅

成。北部平原虽有黄河穿过，有丰富的水利资琼，又有贺兰山为天

然屏障，但屑边吉然环境却十分险恶，东、北、百三百被毛鸟素、乌

兰布和、腾格里三大沙漠所包围，流沙的南移和西进直接威摒宁夏

的生态环境并造成土壤沙化。南部山区地处黄土草原的西北边缘，

由于东南季风受地形睦霜，对该地区影畴微弱，北方的干冷空气则

可长挺直入，所以干旱少菌，和之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极

为提弱。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为了生存向大自然无照索取而乱垦

滥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这种状况的直接意害就是使宁夏地

区灾害频传，严重地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我的根捂《宁夏近代

历史纪年》作过初步统计，从 1840 年至 1911 年 72 年间，宁夏地区

有 37 年受灾，共发生旱灾、水灾、雹究、锺灾、地震等吉然灾害 47

次。 E厚地在曾是古代农业经济发达地区之一，那时生态环境较

好，宜牧宜农，如之古代交通发达和地理位置重要，有"八群之肩

背，三镇之要膺"之美称。可是吉费代以后，由于自然植被遭到破

坏，逐渐成为全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所谓"珑中苦癖甲天下"，回

原地区也在其中。

在以农业经济为主体产业部门的古代和近代，社会经济的发

展或不发展，往往取决于吉然灾害的轻重程度。所以，自然灾害的

不断危害，是宁夏经济起伏发展的直接历史原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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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近代和现代宁夏经济具有晓显的抗制性缺挡。

一个地在经济的发展， m然要受自家宏观经济制度、宏观经济

政策和宏理经济环境的基本制约，但一个地区的内部经济结构是

否合理，地亘经济体系是否完善，又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决定

性因素。

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之后，由于种种原理，中蜀经济没有跟上世

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宁更经济到没有跟上全臣的经济发展水平。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和 20 世纪初，当中冒出现近代机器工业，产生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砖候，宁夏费然完全停留在农业社会里。不仅如

此，由于晚清政府经济剥割的加重，守夏地这经济反而出现衰退，

不如 18 世纪的经济水平舍直至民 E初期，自受东部地区设厂停路

的影响.一些社会上崖人士才提出办工厂，办近代交通，但因受资

金紧缺等条件摄制，许多设想只是纸上谈兵，个别尝试半途商废。

1929 年宁夏行省建立之后，才陆续出现近代工业、近代银行、近代

交通业。但这些新的经济形式其数量之少，其力量之弱，均不足以

影喘宁夏地区患有经济结构的改变。同时，当时宁夏边这出现的新

经济形式，主要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消费需求，西是为军队和战争

服务的。总之，近代宁夏没有建立起应有的经济钵系，占主导地位

前由然是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新中嚣建立之后，宁夏胃全

昌一起进入了建设现代经济历史阶挠。宁夏人民面站着蔬要补经

济近代化的课，又要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反重任务。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宁麦进入建立地方工业体系的时期，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使

历史上几乎无近代工业的宁夏成为中臣的重工业基地之一，彻底

改变了宁夏的经济面貌。

但是，宁夏现代经济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首先，从产业结

构看，宁夏是一种重型结椅，却农轻重之比例中，重工业所占比重

偏犬。比如 1957 、 1978 、 1987 三年的农轻重的比俄关系是 :195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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