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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语言的应用、民族教育、民族政策的社会效果等等，实际上既具有广泛的学术意义，也具有十

分现实的应用意义，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社会学整体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有关民族问题的社会学研

究也将会迅速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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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北大、民大、国家民委联合实施“小民族”研究课题 

在我国 56 个民族中，有一些人数特别少的民族，其中人口在 10 万人以下的有 22 个（1990

年人口普查），主要分布在云南（7 个）、新疆西部（4 个）、广西（2 个）、西藏东南部（2 个）、

甘肃西部（2 个）、黑龙江（3 个）、内蒙古东北部（2 个）、青海和台湾各 1 个（两个跨省区的民

族重复计算）。这些小民族大多居住在各省区的偏远地区（山区、边境地区），人口稀少，交通不

便，教育与文化设施落后，发展经济的基础设施也十分薄弱。中央关于西部地区开发的战略，对

于这些小民族来说，既是重大的机遇，也隐含着严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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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了解目前我国各个小民族在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状况和发展中所面临

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民委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民族

学研究院以及地方上的研究力量共同组成课题组，选择在社会经济发展基础和面临问题方面有代

表性的 10个小民族进行研究， 

课题组接受国家民委的直接领导，由国家民委审批和提供必要的研究经费。 

 

课题组学术指导：费孝通教授 

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马戎教授（回族）；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院长 杨圣敏教授（回族）；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铁志（蒙古族）； 

课题组秘书：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麻国庆副教授，博士。 

课题组成员：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钱民辉副教授，博士。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刘援朝副教授，硕士。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李建新副教授，博士。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于长江讲师，博士。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 关  凯（满族）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 菅志翔（回族）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 周  莉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 祁惠君副教授（蒙古族）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 杨筑惠博士（侗族）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 侯永高博士（彝族）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 贾仲益博士（苗族）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 良警予博士（回族）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 潘守永博士 

              内蒙古党校马列研究所 何群副研究员（蒙古族） 

              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 尹伟先教授，博士。 

 

除了以上 3 个主要参加单位之外，还吸收了地方院校少数研究人员参加。课题组成员组成 4

个调查组，分赴 4 个调查地区，第一批调查了 10个民族： 

云南：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 

黑龙江和内蒙古北部：赫哲族、鄂伦春族； 

甘肃、青海：裕固族、保安族、撒拉族； 

新疆：塔塔尔族、塔吉克族。 

计划到 2000年 12月，第一阶段的调查任务将完成并撰写了报告，同时将启动第二阶段调研

任务。按照计划，课题组成员将分赴各个省区，分别调查其他 12个人口在 10万人以下的民族： 

    新疆：俄罗斯族、乌孜别克族； 

    黑龙江和内蒙古北部：鄂温克族： 

    广西：京族、毛难族； 

    云南：独龙族、基诺族、普米族、怒族； 

    福建：高山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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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门巴族、珞巴族。 
各地的调查报告完成后，将进行汇总并向国家民族领导汇报，以便争取国家在安排“十五”

计划时予以考虑，争取得到一定数量的财政资金来支持各个人口较少民族脱贫致富，在国家“西

部开发”的进程中加快各民族的发展。 

 

【学术动态】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2000 年下半年主要学术讲座 

 

主讲：Prof. Jonathan Turner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SA） 

题目：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Market Forces 

时间：2000 年 9 月 12 日 

地点：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会议室 

 

主讲：吴文光教授 

题目：数码纪录方式（DV）与田野工作 

时间：2000 年 9 月 18 日 

地点：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会议室 

 

主讲：Prof. Andrew B. Kipnis 

题目：Producing Guanxi----Sentiment, self, and Subcultur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时间：2000 年 10 月 13 日 

地点：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会议室 

 

主讲：蔡华教授 

题目：一个没有婚姻的社会----影视与民族志 

时间：2000 年 10 月 20 日 

地点：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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