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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年会综述

$新征程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主题研讨会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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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少数民族
经济研究会年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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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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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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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主
办"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承办"*民族研究+编辑部协办#本次会
议是国家社科基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优秀社科学术社团奖励性
补助资助项目#来自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农业农
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国家民委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和嘉
宾应邀参会#

会议开幕式由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副司长!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冯常海主持#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会长普永生"教育部全国民族教育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田联刚"中央民
族大学党委常委!总会计师张艳丽分别致辞#

普永生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要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借助中央民族大
学经济学院!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支撑"凝聚国内相关专家学者力量"加强理论研究"服务
国家战略"进一步推动民族经济等学科发展"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撑#田联刚强
调"希望各位学者在工作中始终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关于民族地区经济发
展的重要论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贯彻落实$十二个必须%"从党的百年
奋斗征程把握现阶段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和使命"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系统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张艳丽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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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施正一教
授等一批民族经济学奠基人一直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国家战略统一起来"致力于研究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年来"中央民族大学不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地
区重大现实发展需求服务"推动民族经济理论发展"为国家提供智力支持#

主旨报告阶段由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丽君教授主持"六位专家就民族地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释分析#段成荣教授做了*各民族共同走
向人口现代化研究+的报告"从民族地区出生率!死亡率!受教育程度!城镇化率等方面深入阐
述了各民族共同走向人口现代化的过程#胡家勇研究员报告的主题为*能力建设!共同富裕与
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切入点"提出
通过提高民族地区人力资本质量!教育水平促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史耀
疆教授报告的主题为*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石'农村人力资本培育与储备+"结合国际上
成功与失败的案例"介绍了中国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的整体储备现状"提出从孕期!婴幼儿早期
养育开始提升人力资本可从根本上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王延中研究员报告的主题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征程与各民族各地区共同现代化+"探讨了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一
步阐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的路径与保障措施#杨春学教授做了*如何压缩贫富差距'

美国百年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主题报告"结合美国百年历史经验与教训"从城乡收入差距!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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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收入差距等方面提出了缩小贫富差距的方法#黄泰岩教授做了主题为*巩固扩展脱贫成
果的目标和重点+的报告"指出了通过跳出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地区!跳出乡村振兴发展乡村振
兴!跳出个人发展个人等路径来巩固扩展脱贫成果#

会议的平行论坛主要围绕以下六个议题展开#

&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理论与实践#凌经球总结了巩固脱贫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突出短板弱项并提出对策建议#吴俊瑶分析了民族地区乡村高质
量党建对推动并巩固新时期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积极作用#朱海波
阐释了经济发展基础薄弱!社会发展滞后的脱贫地区如何有效利用政府掌握的强财政资源配
置权"推动乡村产业形成资源!政府!市场!技术和人协同下的$阶梯式上升%发展路径并产生持
续稳定助农增收效应的演进机制及内在逻辑#赵宝星提出了边境地区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制
约因素和破题路径#丁建军回顾了连片特困区脱贫攻坚与区域发展经验#张杰识别了$访惠
聚%驻村工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沈全平提出民族地区应从乡村经济开发!乡村人力资
本!乡村共同体重建及提升乡村治理等方面入手"治理返贫风险#李成明研究发现"省以下放
权改革不仅推动了民族自治县经济增长"同时也促进了居民增收"具有显著的可持续减贫效
应#单德朋引入时间赤字"对隐性贫困的概念和政策内涵进行了界定"构建隐性贫困指数"规
范表述了隐性贫困测度原理和测度方法#周爱玲分析了构建农业保险支持下的以产业融合为
基础的防返贫长效机制#

&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刘利梳理了民族社区非遗资源共享开发的开发目
标!产权主要类型和产权特点"并讨论了利益分配原则#张玉展示了唐卡产业的发展路径#郭
然探讨了数字经济如何有效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赵欣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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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面板数
据"分析了内蒙古经济发展质量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吾斯曼4吾木尔提出新疆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成效评价内容和方法"构建了无量刚化成效评价指标体系#胡西武测度了青藏高原碳
脱钩水平"识别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子"动态模拟不同情景下碳达峰的实现路径#高鸣探讨了
当前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的挑战"并论证了如何通过发展新型农村经济促进各民族共
同富裕#丁玲分析了两个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生态农业实践"揭示了只有走集体道路才能辩
证地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和生态和谐发展#龙贺兴在评估$三区三州%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基
础上"分析$三区三州%生态补偿面临的问题"提出完善$三区三州%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三(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与共同富裕#陈文烈从历史维度指出民族地区的发展愿景
经历了从$民族团结目标%到$社会稳定目标%并迈向$共同体目标%的渐变过程#随着$共同体
目标%的不断丰富"民族地区将随之调适价值内涵"在共同体吸纳和整合中提升愿景的社会适
应性"从而进一步集聚起价值治理的强大力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杨明洪预测了西藏与全国
一道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所需达到的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曹华基于
我国

#"

个边境县&市(数据的分析"提出西南边境民族地区激励脱贫农户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
针对性措施#张欣竹探讨了我国陆地边境地区开放型经济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梁娜对中国
沿边九省与周边国家间的边界效应动态测度"使用断点回归模型检测了$一带一路%倡议对进
出口贸易及边界效应的影响#王娴娴绘制出共同富裕为研究主题的可视化知识图谱"梳理了
共同富裕研究的热点演进!核心体系和前沿#

&四(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与治理#廖望科使用民族八省区
!"""H!"#&

年面板数据证明'中
国的现实与国外主流文献的结论恰恰相反"区域民族构成的多样性与相应公共服务供给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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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冯蕾利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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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揭示了城市收缩对基本公共服
务供给水平的影响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b

型%非线性过程#张云云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探
索了框架信息理论在提高农村地区公共卫生服务利用率中的应用#张永奇分析了数字普惠金
融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程度及理论机制#郑维丹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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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农村金融对农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王琼剖析了我国民族地区
数字乡村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五(民族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社会发展#詹筱媛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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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云南八个人口较少
民族家户数据分析其教育回报率"并阐释了人口较少民族教育回报率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李
亚男利用九年义务教育改革这一外生政策冲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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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
考察了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张钰丹展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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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满!彝!汉三个
民族人均收入发展及特征#宣智罛使用云南民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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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儿童面板数据分析了父母外出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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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留守儿童认知!语言和运动能力的影响#梅自颖采用
!"#'

年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
会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区父代族际通婚及子代的国家通用语言掌握状况"并进一
步阐释了两者关系#王丹!热依拉4阿不力提甫!郭达分别基于云南民族农村地区一项随机干
预试验评估了

'

岁以下儿童发展的现状!影响因素及早期综合干预效果#

&六(全球视野下的民族经济#马潇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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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从中国东南沿海迁徙至曼谷
并最终定居泰北的华裔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展示了三代华人家族企业劳动性别分工变迁与
商业发展#钟小鑫以过去十年在缅甸城市和乡村社会中的长期田野调查为基础"关注社会普
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呈现其经济观念和经济行为背后的上座部佛教的影响与印迹#李臻运
用人类学方法反观和重思生计议题的研究进路"尝试回答村寨如何有效内化以政府和市场为
主体的外部支持#曾俊淇通过梳理学界在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民族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发
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渐进与深化是民族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民族经济史研究实质上
也提供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起点与渐进路径#鱼耀的研究说明"老挝社会所表
现出的$圣俗互嵌%状态不仅可对涂尔干圣俗二元论作出有益补充"亦可从中探究当代老挝发
展过程中经济取舍与宗教传统间的互动#

会议期间召开了第十六届全国民族&地区(高校经济学院联席会"来自全国近三十所院校
近

%"

名院长和学科负责人参会#会议围绕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进行深入研讨#吴本健代表
主办方回顾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发展历史"分析了新时代民族经济学的机遇和挑战"提出
$六个一工程%倡议"即一部教材!一个研究会!一个系列论坛!一系列期刊栏目!一个数据库!一
个常态化合作机制#会议还确定了联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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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工作重点和时间进展安排#与会嘉宾就
上述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达成一系列共识#

在期刊圆桌论坛上"来自*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西北民族研究+*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管理世
界+*世界农业+*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主编!副主编!学术编辑分别分享了期刊
选稿重点!关注的学术热点和学术成果发表注意事项"并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

+白钰"吴本健"马潇骁整理%白钰!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副
教授&吴本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马潇骁!女!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
师%地址'北京市!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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