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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事 项 

尊敬的先生/女士： 

欢迎您参加 2022 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年会、第四届兴边

富民论坛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本

次会议由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三峡大学共同主办，由三峡大

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

究院共同承办，由三峡大学社会科学发展研究院、三峡智库、三峡

大学民族学院共同协办。 

一、会议日程 

8 月 19 日    星期五 

时间 内容 地点 腾讯会议 

全天 报到 三峡大学接待中心  

17:30-19:30 晚餐 
三峡大学接待中心 

二楼至喜厅 
 

8 月 20 日    星期六 

时间 内容 地点 腾讯会议 

08:30-09:10 开幕式 
水科学楼 5 楼 

长江报告厅 
779 419 829 

09:10-09:30 
合照 

茶歇 
水科学楼  

09:30-12:00 主题报告 
水科学楼 5 楼 

长江报告厅 
779 419 829 

12:00-13:30 午餐 
三峡大学接待中心 

二楼至喜厅 
 

14:00-18:00 
全国民族（地区） 

高校经济学院联席会 
经管学院教学 G1215 240 811 506 

13:30-16:30 分论坛 经管学院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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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6:50 茶歇 经管学院教学楼  

16:50-18:20 学术期刊圆桌论坛 经管学院教学 G1525 498 599 664 

18:30-20:00 晚餐 
三峡大学接待中心 

二楼至喜厅 
 

8 月 21 日    星期日 

时间 内容 地点 腾讯会议 

08:30-11:30 分论坛 经管学院教学楼  

11:30-11:40 茶歇 经管学院教学楼  

11:40-12:10 闭幕式 经管学院教学 G1525 301 411 277 

12:30-13:30 午餐 
三峡大学接待中心 

二楼至喜厅 
 

14:00-18:00 学术考察   

18:30-20:00 晚餐 
三峡大学接待中心 

二楼至喜厅 
 

 

二、分论坛简介 

8 月 20 日  13:30-16:30 

平行

论坛 
论坛主题 论坛地点 腾讯会议 

1 新时代共同富裕问题 经管楼 G1513 164 214 353 

2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 经管楼 G1512 565 472 201 

3 少数民族人口与发展 1 经管楼 G1614 447 722 359 

4 民族经济史与民族经济学理论 经管楼 G1712 377 705 045 

5 民族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 1 经管楼 G1715 336 287 702 

6 金融发展与普惠金融 经管楼 G1723 833 205 752 

7 经济人类学视角下的市场、区域与社会 经管楼 G1725 575 166 962 

8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经

济共同体（线上） 
529 857 984 

9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1（线上） 199 401 744 

10 
数字经济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1

（线上） 
589 995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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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21 日  08:30-11:30 

论坛

序号 
论坛主题 论坛地点 腾讯会议 

11 首届民族（地区）经济青年论坛 经管楼 G1513 459 290 375 

12 少数民族人口与发展 2 经管楼 G1712 963 660 262 

13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2 经管楼 G1614 726 339 485 

14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发展 经管楼 G1512 704 620 760 

15 民族特色村寨与旅游发展 经管楼 G1715 610 548 585 

16 产业发展、城市经济与社会治理 经管楼 G1723 786 867 614 

17 少数民族文书与经济社会发展 经管楼 G1203 975 222 428 

18 可持续生计 经管楼 G1725 771 706 326 

19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会 经管楼 G1215  

20 
数字经济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2

（线上） 
392 172 222 

21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2 

（线上） 
589 953 453 

22 
民族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 2 

（线上） 
998 745 771 

每篇论文汇报约 20 分钟，评议约 5 分钟。 

三、会议用餐 

地点：三峡大学接待中心二楼至喜厅（餐厅可以准备部分清真食品） 

8 月 19 日 晚餐  17:30-19:30 三峡大学接待中心餐厅二楼至喜厅 

8 月 20 日 早餐  07:00-08:30 三峡大学接待中心餐厅二楼至喜厅 

8 月 20 日 午餐  12:00-13:30 三峡大学接待中心餐厅二楼至喜厅 

8 月 20 日 晚餐  18:30-20:00 三峡大学接待中心餐厅二楼至喜厅 

8 月 21 日 早餐  07:00-08:30 三峡大学接待中心餐厅二楼至喜厅 

8 月 21 日 午餐  12:30-13:30 三峡大学接待中心餐厅二楼至喜厅 

8 月 21 日 晚餐  18:30-20:00 三峡大学接待中心餐厅二楼至喜厅 

注：上述早中晚餐均凭餐劵用餐；清真餐请提前与会务组李勤老师联系预订（139 

7200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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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疫情防控 

1.根据全国最新疫情防控形势和要求，严控线下参会人员规模，

采用线下和线上相结合方式。根据宜昌市交通防疫政策，来(返)宜人

员应提供 48 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并进行落地核酸采样（机场和火车

站出站口有采样点）。 

2.根据三峡大学防疫政策，请全程配合、服从疫情防控常态化工

作要求，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外来自驾车辆进校门时需领取通

行证，同门进出，到签到处领取停车券。 

3.在会议期间如出现发热、乏力、干咳等症状时，请及时与会务

组或三峡大学校医院 (0717-6392149）联系。 

4.根据湖北省疾控中心官网消息，外省来（返）鄂人员主动健康

申报提前通过以下任一种方式进行健康申报，并如实填报个人信息：  

（1）登录“鄂汇办”APP——健康码——自主申报，进行报备；

或登录“支付宝”APP——湖北健康码——自主申报，进行报备； 

（2）领取湖北健康码后，填写自主申报网址： 

http://wjwsqpczdsb.chutianyun.gov.cn:16096/communityz/。 

地址信息请填写：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西陵街道大学路 8 号（大

学路社区，大学路社区居委会）三峡大学接待中心。  

5.所有外省来（返）鄂人员入鄂后凭湖北健康码绿码通行，国内

中高风险地区来返鄂人员需向居住地所属社区（村）、工作单位或居

住宾馆(酒店)主动报备，并落实戴口罩、健康码扫码、核酸检测、健

康管理等疫情防控措施。  

6.核酸检测地址：三峡大学校医院，具体位置请见地图指引。检

测时间：上午 8:3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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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气信息 

日  期 宜昌城区 三峡工程 

8 月 19 日 晴（28℃~41℃） 晴（28℃~41℃） 

8 月 20 日 阴（29℃~39℃） 阴（29℃~39℃） 

8 月 21 日 多云（29℃~40℃） 多云（29℃~39℃） 

 

六、交通指引 

1.宜昌东站：①公共交通（时间 05:20-20:58），在宜昌东站出

站后，乘坐 B613 路公交车，经过 15 站，到达三峡大学接待中心站；

步行约 50 米，到达三峡大学接待中心。具体步行方式见下页地图指

引。②出租车到三峡学北门，步行 80 米到达三峡大学接待中心；全

程约 15.8 公里，大概 40 元。 

2.三峡机场：①机场大巴（时间 06:00-23:59），从三峡机场出

站后，乘坐机场大巴至夷陵广场公交站下车，换乘 23 路公交车，经

过 5 站，到达三峡大学接待中心站（或从三峡机场出站后，乘坐机

场大巴至宜昌汽车客运中心站下车，换乘 B613 路公交车，经过 15

站，到达三峡大学接待中心站）；步行约 50 米，到达三峡大学接待

中心。具体步行方式见下页地图指引。②出租车到三峡大学北门，

步行 80 米到达三峡大学接待中心；全程约 32.5 公里，大概 85 元。 

七、会务组联系人 

工作组 负责人电话 

报到接站 高 攀（18672105967） 

酒店食宿 李竞妍（13908601028） 

会场服务 李 勤（13972001216） 

学术考察 李 勤（13972001216） 

网络技术服务 田 宁（15608608603） 

三峡大学接待中心宾馆总机 0717-639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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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地图指引 

 

1.三峡大学接待中心到三峡大学水科学与工程楼约 300 米 

2.三峡大学接待中心到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学楼约 800 米 

3.爱格酒店到三峡大学接待中心约 100 米 

4.爱格酒店到三峡大学水科学与工程楼约 350 米 

5.爱格酒店到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学楼约 900 米 

6.三峡大学接待中心公交站站到三峡大学接待中心约 50 米 

7.三峡大学北门到三峡大学接待中心约 80 米 

8.三峡大学接待中心到三峡大学校医院约 2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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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议 程 

一、开幕式 

时    间：2022 年 8 月 20 日  08:30-09:10 

地    点：三峡大学水科学楼 5 楼长江报告厅 

腾讯会议：779 419 829  

助    理：田 宁（联系电话：15608608603） 

白 钰（联系电话：18600405923） 

 

主 持 人： 

李东升  三峡大学副校长 

 

致    辞： 

普永生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会长 

麻国庆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黄  海  宜昌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宜昌市民宗委党组书记，主任 

王炎廷  三峡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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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题报告 

时    间：2022 年 8 月 20 日  09:30-12:00 

地    点：水科学楼 5 楼长江报告厅 

腾讯会议：779 419 829 

助    理：白 钰（联系电话：18600405923） 

 

主 持 人：张丽君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主题报告： 

题  目：乡村振兴视角下民族地区县域文旅产业的特点变化及趋势 

报告人：丁  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题  目：我国民族人口发展新趋势 

报告人：段成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主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题  目：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思路 

报告人：黄泰岩 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 

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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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目：飞地经济：武陵山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条新路径 

报告人：何伟军 三峡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二级） 

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城市生态经济专委会主任委员 
 

 

题  目：加快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进一步满足各族群众的美好生活

需求 

报告人：张庆安 民族团结杂志社党委书记，社长 
 

 

题  目：生计代际演变与特色产业发展研究——以西南地区四个民

族村寨为例 

报告人：郑  宇 云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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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十七届全国民族（地区）高校经济学院联席会 

时    间：2022 年 8 月 20 日  14:00-18:00 

地    点：经管楼 G1215 

腾讯会议：240 811 506 

助    理：张 凯（联系电话：15549382349） 

    

主 持 人：张春敏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 

 

主    题：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议    题： 

全国民族（地区）高校经济学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参 会 人：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单位、理事单位、会员单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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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论坛 

平行论坛 1：新时代共同富裕问题 

时    间：2022 年 8 月 20 日  13:30-16:30 

地    点：经管楼 G1513 

腾讯会议：164 214 353 

助    理：陈祺睿、杨东全（联系电话：18419803753） 

主 持 人：耿  新（中南民族大学） 

何  宇（三峡大学） 

 
 

论文 1：民族地区财政政策支持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基于云、

贵、渝西南民族地区 1031 份调查数据（线下） 

作 者：张 鹏、兰 宇、吴明朗（重庆大学） 

评论人：耿 新（中南民族大学） 

 

论文 2：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意义、困境与进路（线上） 

作 者：许 珂（西北大学） 

评论人：耿 新（中南民族大学） 

 

 

论文 3：新疆共同富裕水平实证研究（线上） 

作 者：曹梦华、马海霞（新疆师范大学） 

评论人：耿 新（中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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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4：实现共同富裕的五路径理论模型构建研究——基于知识图谱与文

献计量工具（线上） 

作 者：张梦琦、乔鹏程（西藏民族大学） 

评论人：何 宇（三峡大学） 

 

论文 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人口较少民族实现共同富裕的路

径与经验研究（线下） 

作  者：耿 新、陈 诺、胡 鹏（中南民族大学） 

评论人：何 宇（三峡大学） 

 

论文 6：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逻辑与路径——基于收入分配的视角（线上） 

作 者：郑乐伟、吴雄周（吉首大学） 

评论人：何 宇（三峡大学） 

 

论文 7：屯垦与当代边疆经济发展——基于新疆地区的实证研究（线上） 

作 者：刘文华（西南财经大学） 

评论人：何 宇（三峡大学） 

 

平行论坛 2：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  

时    间：2022 年 8 月 20 日  13:30-16:30 

地    点：经管楼 G1512 

腾讯会议：565 472 201 

助    理：刘小雪、鲁世立（联系电话：18712500939） 

主 持 人：张晓燕（三峡大学） 

          蒋满霖（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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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1：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现状及返贫风险识别——基于湖北省

民族地区 56 个村庄的调查（线上） 

作 者：叶 慧、杨海晨、彭 霜（中南民族大学） 

评论人：蒋满霖（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论文 2：农地流转能否纾解民族地区农户家庭相对贫困？—基于宁夏农户

微观调查数据（线上） 

作 者：刘七军、王雪璐（北方民族大学） 

评论人：蒋满霖（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论文 3：土地流转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分析（线下） 

作 者：梁 辉、夏 漾（中南民族大学） 

评论人：蒋满霖（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论文 4：广西农村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线下） 

作 者：蒋满霖、米 雪（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评论人：张晓燕（三峡大学） 

 

论文 5：人类学视角下西北民族地区乡村厕所改造研究——基于对宁夏中

宁县一个移民村的个案考察（线下） 

作 者：王 昌（宁夏大学） 

评论人：张晓燕（三峡大学） 

 

论文 6：基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视角的牧区现代化问题研究——以内蒙古

为例（线下） 

作 者：阿拉坦格日乐、恩 和（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评论人：张晓燕（三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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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 3：少数民族人口与发展 1 

时    间：2022 年 8 月 20 日  13:30-16:30 

地    点：经管楼 G1614 

腾讯会议：447 722 359 

助    理：易 萍、肖崇一（联系电话：18771830261） 

主 持 人：刘元如（国家民委） 

 

论文 1：释放民族地区人口红利：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一个抓手（线上） 

作 者：朱 荟（南开大学） 

评论人：巫锡炜（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 2：生态脆弱、灾害冲击与农牧民生计恢复力路径建设 ——来自中

国内蒙古的证据与分析（线上） 

作 者：闫东东，杨 茜，孙伟红（内蒙古大学）   

评论人：巫锡炜（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 3：民族地区生态移民对牧民家庭收入的长期影响 （线上）   

作 者：卢 冲，贡布泽仁（西南财经大学） 

评论人：巫锡炜（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 4：东乌旗牧区城镇化中青壮人口的留守（线下）     

作 者：赵丽敏（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巫锡炜（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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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5：少数民族人口教育文化与健康指数的变化研究——基于年龄-时

期-队列分析方法（线上） 

作 者：刘 莹（重庆工商大学） 

评论人：巫锡炜（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 6：非农就业会降低我国农村少数民族的健康水平吗？——基于

CLDS 四年期的面板数据分析（线上）     

作 者：王建宁（中国人民大学）    

评论人：巫锡炜（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 7：族际通婚与子女的教育表现研究（线上）     

作 者：吕利丹，盛丹阳，王慧灿（中国人民大学） 

评论人：巫锡炜（中国人民大学） 

 

平行论坛 4：民族经济史与民族经济学理论 

时    间：2022 年 8 月 20 日  13:30-16:30 

地    点：经管楼 G1712 

腾讯会议：377 705 045 

助    理：张 哲、汪 璇（联系电话：13508600737） 

主 持 人：郑 宇（云南大学） 

          许 晨（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1：共时与历时：民族经济史对于民族经济学与经济人类学的学科价

值（线下） 

作 者：许 晨、王思雨（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郑  宇（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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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2：考古遗存所见云南古代交通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线下） 

作 者：王雨晨（北京科技大学） 

评论人：郑 宇（云南大学） 

 

论文 3：新时代民族经济学发展问题与展望（线下） 

作 者：胡恒松、孙久文（河北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 

评论人：郑 宇（云南大学） 

 

论文 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逻辑——基于畲汉互动视角（线上） 

作 者：邱开玉、郭献进、廖梦雅（丽水学院） 

评论人：许 晨（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5：中央赋能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以西藏小三线建设

为例（线上） 

作 者：朱明杰（陕西师范大学） 

评论人：许 晨（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6：近代工商实业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线上） 

作 者：洪 伟（南京理工大学） 

评论人：许  晨（中央民族大学） 

 

平行论坛 5：民族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 1 

时    间：2022 年 8 月 20 日  13:30-16:30 

地    点：经管楼 G1715 

腾讯会议：336 287 702 

助    理：舒心怡、柴 林（联系电话：15997671575） 

主 持 人：曹月明（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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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1： Impacts of Single-parent Families on Student Educational 

Outcomes, Non-Cognitive Skills, and Values in Rural China（线上） 

作 者：叶乃萍（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罗仁福（北京大学） 

 

论文 2：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变动及影响机制研究（线

上） 

作 者：华淑名（新疆大学） 

评论人：罗仁福（北京大学） 

 

论文 3：学前阶段父母照料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线上） 

作 者：董永庆、张一凡（天津大学） 

评论人：罗仁福（北京大学） 

 

论文 4：中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线下） 

作 者：邬林果（重庆工商大学） 

评论人：杨云帆（北方民族大学） 

 

论文 5：照料者被养育经历，心理健康和中国农村儿童的社会情绪发展: 

一个调节中介模型（线上） 

作 者：何 阳、罗仁福（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 

评论人：杨云帆（北方民族大学） 

 

论文 6：武陵山片区 10 年在校教育人力资本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线下） 

作 者：邓雅梦、丁美华、丁 楠（吉首大学） 

评论人：杨云帆（北方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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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 6：金融发展与普惠金融 

时    间：2022 年 8 月 20 日  13:30-16:30 

地    点：经管楼 G1723 

腾讯会议：833 205 752 

助    理：郭美薇、田宇飞（联系电话：18083898708） 

主 持 人：田红宇（三峡大学） 

          帅昭文（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金融机构风险承担的影响：抑制还是促进  

（线上） 

作 者：吴本健、李艾乐、杨聪慧（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田红宇（三峡大学） 

 

论文 2：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水平测度、地区差异与动态演进---基于

Dagum 系数和非参数估计方法的实证分析（线上） 

作 者：李林汉（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田红宇（三峡大学） 

 

论文 3：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线上） 

作 者：郭利华、王 倩（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田红宇（三峡大学） 

 

论文 4：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农村收入差距吗？——基于生计多样化视

角的证据（线下） 

作 者：田红宇、王 晶（三峡大学） 

评论人：帅昭文（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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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5：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空间效应分析 

（线下） 

作 者：覃朝晖、潘昱辰（三峡大学） 

评论人：帅昭文（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6：新型城镇化与数字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对农民增收效应研究（线上） 

作 者：玛衣拉·吐尔逊、古力米热·托合提（新疆大学） 

评论人：帅昭文（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7：自然资源使用权收储与碳中和（线下） 

作 者：张 伟（中国地质大学） 

评论人：帅昭文（中央民族大学） 

 

平行论坛 7：经济人类学视角下的市场、区域与社会 

时    间：2022 年 8 月 20 日  13:30-16:30 

地    点：经管楼 G1725 

腾讯会议：575 166 962 

助    理：苏治豪、沈丽敏（联系电话：15926942520） 

主 持 人：谭同学（云南大学） 

          张 亮（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1：二元农业格局、生态金融化与山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从有机

农业的类型与社会层级说起（线上） 

作 者：谭同学（云南大学） 

评论人：除汇报人之外的所有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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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2：互惠视角下的农业雇工——基于滇西 T 县古镇民族乡的调查研

究（线下） 

作 者：刘 波（云南民族大学） 

评论人：除汇报人之外的所有成员 

 

论文 3：何以为友：自然资源开发的族际合作与民族团结（线上） 

作 者：张 亮，强若昕（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除汇报人之外的所有成员 

 

论文 4：从农产品到资本符号的普洱茶变迁史（线上） 

作 者：张振伟（云南大学）  

评论人：除汇报人之外的所有成员 

 

论文 5：顺势而为：中国对外发展援助新理念——以中老替代发展项目为

例（线上） 

作 者：何海狮（云南大学） 

评论人：除汇报人之外的所有成员 

 

论文 6：中老泰缅边境民族交错地带跨境贸易与区域共享式发展（线下） 

作 者：马潇骁（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除汇报人之外的所有成员 

 

论文 7：文化资本视角下的“做阶层”——北京宁夏籍商人的阶层流动历程

研究（线上） 

作 者：马潇骁、杨 梓、张思琪（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除汇报人之外的所有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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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 8：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线上） 

时    间：2022 年 8 月 20 日  13:30-16:30 

腾讯会议：529 857 984 

助    理：胡 政（联系电话：18872151701） 

主 持 人：安 敏（三峡大学） 

苏发金（三峡大学）  

 

论文 1：民族交融与文化生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证研究 

作 者：王政星（贵州民族大学） 

评论人：安 敏（三峡大学）  

 

论文 2：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业驱动机制研究 

作 者：张姣玉（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安 敏（三峡大学） 

 

论文 3：系统场域下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建构 

作 者：郭永辉、宋伟锋（西北政法大学） 

评论人：安 敏（三峡大学） 

 

论文 4：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联系 

作 者：梁光明、张娇（大理大学） 

评论人：安 敏（三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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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5：微观视角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基于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日

常生活实践 

作 者：乔丽盼·海拉提（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苏发金（三峡大学） 

 

论文 6：传承与变迁：阿拉善盟蒙古族丧葬文化与牧区共同体重塑 

作 者：许雅茹（内蒙古工业大学） 

评论人：苏发金（三峡大学） 

 

论文 7：深嵌融合：民族互嵌式社区利益相关者合作治理进路 

作 者：蒋耀聪（云南大学） 

评论人：苏发金（三峡大学） 

 

平行论坛 9：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1（线上）  

时    间：2022 年 8 月 20 日  13:30-16:30 

腾讯会议：199 401 744 

助    理：高馨雅（联系电话：18872530875） 

主 持 人：于  潇（中央民族大学） 

          龙贺兴（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1：环境规制对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绿色技术

创新视角的研究 

作 者：李 静（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于 潇（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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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2：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沿江省市碳排放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

法的实证检验 

作 者：胡剑波、向 港（贵州财经大学） 

评论人：于 潇（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3：兴边富民行动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基于新疆县域层面的准自然实

验 

作 者：林巧华、程秋旺、钟金发、林榅荷、许安心（福建农林大学） 

评论人：于 潇（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4：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降低碳排放强度了吗？——基于 PSM-DID

和 SDM 模型的实证分析 

作 者：胡剑波、叶 树（贵州财经大学） 

评论人：于  潇（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5：气候减贫投入对农户收入结构及差异影响研究——以新疆南部民

族地区为例 

作 者：储 伟（重庆工商大学） 

评论人：龙贺兴（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6：国家公园建设与保护地适应性管理 

作 者：王炜晔（中国人民大学） 

评论人：龙贺兴（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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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7：塔里木河流域农业用水效率时空演变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作 者：冉光妍、王光耀（石河子大学） 

评论人：龙贺兴（中央民族大学） 

 

平行论坛 10：数字经济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1（线上）  

时    间：2022 年 8 月 20 日  13:30-16:30 

腾讯会议：589 995 349 

助    理：鲁世立（联系电话：13526095038） 

主 持 人：段秀芳（新疆财经大学） 

          董永庆（天津大学）  

 

论文 1：数字赋能青藏高原低收入农牧民防止返贫作用机制研究——以青

海省为例 

作 者：胡西武、郭 玮（青海民族大学） 

评论人：段秀芳（新疆财经大学） 

 

论文 2：数字经济与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作 者：刘 瑾（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段秀芳（新疆财经大学） 

 

论文 3：数字经济赋能新疆外贸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 

作 者：段秀芳、周笃锋（新疆财经大学） 

评论人：董永庆（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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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4：内蒙古自治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地级行政尺

度 

作 者：相文静（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董永庆（天津大学） 

 

论文 5：黔桂内宁云民族地区数字经济政策量化评价 

作 者：黄顺春、吴梦琪（江西理工大学） 

评论人：董永庆（天津大学） 

 

论文 6：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替代还是互补 

作 者：杨云帆、赵 石、赵 明（北方民族大学） 

评论人：董永庆（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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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术期刊圆桌论坛 

时    间：2022 年 8 月 20 日  16:50-18:20 

地    点：经管楼 G1525 

腾讯会议：498 599 664 

助    理：周  畅（联系电话：13617178835） 

 

主 持 人： 吴本健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 

 

 

发    言（按拼音首字母排序）： 

陈佳鞠   《人口研究》编辑部编辑，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

中心、北京社会建设研究院编辑 

胡恒松   《金融理论探索》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贾  彬   《世界农业》执行主编 

陆  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经济栏目编辑 

潘  劲   《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 

乌仁图雅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主任 

张世国   《管理世界》责任编辑、副研究员 

张振伟   《思想战线》编辑部编辑 

赵秀丽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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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论坛 

平行论坛 11：首届民族（地区）经济青年论坛 

时    间：2022 年 8 月 21 日  08:30-11:30 

地    点：经管楼 G1513 

腾讯会议：459 290 375 

助    理：陈祺睿、杨东全（联系电话：18419803753） 

主 持 人：吴本健 （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1：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几点思考（线下） 

作 者：李 波（中南民族大学） 

评论人：除汇报人之外的所有成员 

 

论文 2：老年照料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线下） 

作 者：单德朋（西南民族大学） 

评论人：除汇报人之外的所有成员 

 

论文 3：农村多维能源贫困是否影响生态脆弱区农户主观幸福感?（线上） 

作  者：刘七军（北方民族大学） 

评论人：除汇报人之外的所有成员 

 

论文 4：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 CFPS 2014-2018

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线上） 

作 者：薛继亮（内蒙古大学） 

评论人：除汇报人之外的所有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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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5：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城市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线上） 

作 者：马子量（西北民族大学） 

评论人：除汇报人之外的所有成员 

 

论文 6：区域贸易协定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研究——RTA 内容深

度的视角（线上） 

作 者：胡 超（广西民族大学） 

评论人：除汇报人之外的所有成员 

 

论文 7：数字技术可得性与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治理（线下） 

作  者：吴本健（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除汇报人之外的所有成员 

 

平行论坛 12：少数民族人口与发展 2  

时    间：2022 年 8 月 21 日  08:30-11:30 

地    点：经管楼 G1712 

腾讯会议：963 660 262 

助    理：张  哲、汪  璇（联系电话：13508600737） 

主 持 人：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1：农牧民家庭收入与生育意愿：促进还是抑制——来自西藏的例证（线下） 

作 者：徐爱燕（西藏大学） 

贺坚峰（四川农业大学） 

辛 馨（西藏大学） 

评论人：丁  赛（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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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2：拉萨市农牧民城市迁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义线性分层

模型（线下） 

作 者：杨 帆、张潇予（西南财经大学） 

评论人：丁 赛（中国社会科学院） 

 

论文 3：土族人口生育和死亡水平变动分析（2000-2010）（线上）  

作 者：文斌兴（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青海民族大学）  

评论人：丁 赛（中国社会科学院） 

 

论文 4：特色族群经济小镇视角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基于沧州崔尔庄镇的个案研究（线下）         

作 者：王朋岗、马文腾（河北大学）   

评论人：丁 赛（中国社会科学院） 

 

论文 5：各民族生育转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线上）   

作 者：靳永爱（中国人民大学） 

刘 涛（北京大学） 

张现苓（中央财经大学） 

王东晖（中国人民大学）   

评论人：丁 赛（中国社会科学院） 

 

论文 6：民族互嵌视角下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对各民族职业聚集的影响

（线下） 

作 者：吕利丹、邱玉鼎（中国人民大学）   

评论人：丁 赛（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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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 13：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2 

时    间：2022 年 8 月 21 日  08:30-11:30 

地    点：经管楼 G1614 

腾讯会议：726 339 485 

助    理：易 萍、肖崇一（联系电话：18771830261） 

主 持 人：樊胜岳（中央民族大学） 

          袁 亮（三峡大学） 

 

论文 1：农村能源转型的政策工具与冲突风险：以中国河北省煤改气政策

实施为例（线下） 

作 者：樊胜岳、赵晨曦、查 帅、韩培涛（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袁 亮（三峡大学） 

 

论文 2：中国各省区碳配额与减排激励方案研究：一个公平性视角（线下） 

作 者：杨佳昊（兰州大学）、钟方雷（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袁 亮（三峡大学） 

 

论文 3：Carbon emission projections for the underdeveloped, 

carbon-sink-rich Qinghai Province in China: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s and the STIRPAT model（线下） 

作 者：钟方雷、田靖文（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袁 亮（三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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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4：水-能-粮关联视角下的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水资源安全评估（线上） 

作 者：鲁仕宝、邓伟升、尚毅梓、王  浩（云南大学）汇报人：姜玥 

评论人：樊胜岳（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5：长江经济带县域生态—经济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线上） 

作 者：李同宁、李道政（内蒙古财经大学） 

评论人：樊胜岳（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6：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降低城市碳排放了吗？——基于多

期双重差分的实证检验（线上） 

作 者：张 杰、王晓晶（石河子大学） 

评论人：樊胜岳（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7：“双碳”背景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

研究（线下） 

作 者：刘志雄、程 阳、黄宏宇（广西民族大学） 

评论人：樊胜岳（中央民族大学） 

 

平行论坛 14：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发展 

时    间：2022 年 8 月 21 日  08:30-11:30 

地    点：经管楼 G1512 

腾讯会议：704 620 760 

助    理：刘小雪、鲁世立（联系电话：18712500939） 

主 持 人：覃朝晖（三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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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1：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收入结构：影响机制与普惠效果（线下） 

作 者：余威震、罗小锋（三峡大学） 

评论人：王孔敬（湖北民族大学） 

 

论文 2：数字技术、信贷获得水平与返乡农民家庭创业（线下） 

作 者：田红宇、苏治豪（三峡大学） 

评论人：王孔敬（湖北民族大学） 

 

论文 3：新冠疫情冲击下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线上） 

作 者：宋 爽、牛一博（西藏民族大学） 

评论人：王孔敬（湖北民族大学） 

 

论文 4：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空间关联效应研究（线上） 

作 者：叶依婷、安  敏（三峡大学） 

评论人：王孔敬（湖北民族大学） 

 

论文 5：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县域产业融合发展吗？—基于资本配置视

角的证据（线下） 

作 者：田红宇、刘 行（三峡大学） 

评论人：王孔敬（湖北民族大学） 

 

论文 6：数字经济驱动了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吗？——基于劳动力与资本

要素错配的分析（线下） 

作 者：覃朝晖、田杰鑫、何 宇（三峡大学） 

评论人：王孔敬（湖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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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 15：民族特色村寨与旅游发展 

时    间：2022 年 8 月 21 日  08:30-11:30 

地    点：经管楼 G1715 

腾讯会议：610 548 585 

助    理：舒心怡、柴 林（联系电话：15997671575） 

主 持 人：张 英（中南民族大学） 

          张晓燕（三峡大学） 

 

论文 1：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评价研究（线

上） 

作 者：钟皓凡（贵州省民族研究院） 

评论人：张晓燕（三峡大学） 

 

论文 2：民族地区旅游经济拉动产业结构效率测算——以广西为例（线上） 

作 者：陆欣晨（桂林理工大学）  

评论人：张晓燕（三峡大学） 

 

论文 3：旅游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线下） 

作 者：张 英、于沛鑫（中南民族大学）  

评论人：张晓燕（三峡大学）  

 

论文 4：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耦合发展的实证研究（线上） 

作 者：梁 洁（中南民族大学） 

评论人：张 英（中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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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5：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保护地方立法的创新（线下） 

作 者：朱祥贵、张立平、杨春娥（三峡大学） 

评论人：张 英（中南民族大学） 

 

论文 6：鄂西特色保护类村寨文化旅游产业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发展研究

——基于清江流域郑家榜村的实践（线下） 

作 者：张晓燕、肖雨男（三峡大学） 

评论人：张 英（中南民族大学） 

 

平行论坛 16：产业发展、城市经济与社会治理  

时    间：2022 年 8 月 21 日  08:30-11:30 

地    点：经管楼 G1723 

腾讯会议：786 867 614 

助    理：郭美薇、田宇飞（联系电话：18083898708） 

主 持 人：贾雪梅（北京师范大学） 

 

论文 1：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行业劳动投入测度研究（线下） 

作 者：贾雪梅（北京师范大学） 

评论人：王守文（三峡大学）  

 

论文 2：东西部协作助力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研究—以宁夏葡萄酒产业

为例（线上） 

作 者：马玲娜（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王守文（三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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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3：民族地区棉花生态效率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疆环

塔里木盆地 42 个县域的实证（线上） 

作 者：穆佳薇、乔保荣、余国新（新疆农业大学） 

评论人：王守文（三峡大学）  

 

论文 4：“人才新政”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了吗？—基于多期双重差

分模型的实证检验（线上） 

作 者：张 杰、孔心敏（石河子大学） 

评论人：王守文（三峡大学） 

 

论文 5：工业绿色发展的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丝绸之路经

济带西北段城市的实证检验（线上） 

作 者：王 磊、刘 洋（石河子大学） 

评论人：王守文（三峡大学） 

 

平行论坛 17：少数民族文书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时    间：2022 年 8 月 21 日  08:30-11:30 

地    点：经管楼 G1203 

腾讯会议：975 222 428 

助    理：彭竞远（联系电话：15736572040） 

主 持 人：曹大明（三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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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1：畲民与汉族有同样的家国情怀（线下）     

作 者：石奕龙（厦门大学）     

评论人：蓝炯熹 

 

论文 2：畲族契约文书解读的方法论视野（线上） 

作 者：王 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评论人：蓝炯熹  

 

论文 3：晚清民国年间一个畲民的家族与土地经营：以罗埄头雷氏文书为

中心的探讨（线上）      

作 者：朱忠飞（赣南师范大学）         

评论人：蓝炯熹  

 

论文 4：“两山”理念与乡村振兴的经济组织实践探析：以景宁畲族自治县

环敕木山民族村组建“畲寨联盟”为例（线上）  

作 者：方 明（温州大学） 

徐伟兵（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陈光炬（湖州师范学院）         

评论人：蓝炯熹  

 

论文 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以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

为例（线上）         

作 者：邱开玉（丽水学院）       

评论人：蓝炯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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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6：理解图像叙事的仪式路径——以浙南畲族史诗“高皇歌”、祖图长

联与“传师学师”为例（线下）         

作 者：孟令法（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工商大学）  

评论人：蓝炯熹 

 

论文7：家、族与国：清代以来浙南畲族族谱创修热潮与家国认同的演进（线下） 

作 者：李  扬、曹大明 （三峡大学）          

评论人：蓝炯熹 

平行论坛 18：可持续生计  

时    间：2022 年 8 月 21 日  08:30-11:30 

地    点：经管楼 G1725 

腾讯会议：771 706 326 

助    理：苏治豪、沈丽敏（联系电话：15926942520） 

主 持 人：赵 旭（三峡大学） 

          阿拉坦格日乐（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论文 1：政府支持、政策认知与移民内生发展动力——基于内蒙古 12 个

易地搬迁移民村的调查（线下） 

作 者：王艳鸿（山西师范大学） 

评论人：阿拉坦格日乐（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论文 2：民族地区易地搬迁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线下） 

作 者：郭言歌（武汉轻工大学） 

评论人：赵 旭（三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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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3：少数民族移民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及成因探析——以湖北

省沙洋县三峡土家族村为例（线下） 

作  者：朱嘉强（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赵  旭（三峡大学） 

 

论文 4：Did COVID-19 affect rural households’ subjective well-being? A 

social survey from rural China（线下） 

作 者：赵 旭、崔 茁（三峡大学） 

评论人：白云丽（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论文5：集体记忆视角下的生计方式转型——以新生鄂伦春族民族村为例（线

下） 

作 者：马潇骁、张思琪、杨 梓（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阿拉坦格日乐（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论文 6：灾害冲击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研究（线上） 

作 者：张丽君、高雯霖、姜 萍（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白云丽（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论文 7：农户分化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基于土地依恋的中介作用和代际

差异的调节作用（线上） 

作 者：柳桂花、马致兴、徐定德（四川农业大学） 

评论人：赵 旭（三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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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论坛 19：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会 

时    间：2022 年 8 月 21 日  08:30-11:30 

地    点：经管楼 G1215 

主 持 人：白 钰（中央民族大学）  

 

平行论坛 20：数字经济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2（线上） 

时    间：2022 年 8 月 21 日  08:30-11:30 

腾讯会议：392 172 222 

助    理：胡 政（联系电话：18872151701） 

主 持 人：李成明（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1：互联网使用与农户消费结构升级——基于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念视

角的分析（线上） 

作 者：李俊海、吴本健（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李成明（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2：数字乡村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线上） 

作 者：史锦华、胡田子绚（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李成明（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3：数字素养与农村老年人获得感（线上） 

作 者：张永奇（四川农业大学） 

评论人：李成明（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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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4：互联网使用、社会信任与居民幸福感——基于 CFPS 数据的研究（线

上） 

作 者：张春敏、李元琪（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李成明（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5：民族地区移动支付对居民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线上） 

作 者：孙永强、高 静（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李成明（中央民族大学） 

 

平行论坛 21：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2（线上） 

时    间：2022 年 8 月 21 日  08:30-11:30 

腾讯会议：589 953 453 

助    理：高馨雅（联系电话：18872530875） 

主 持 人：傅守祥（新疆大学） 

郭利华（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1：国内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研究热点及趋势——基于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线上） 

作 者：张丽君、姜 萍、高雯霖（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傅守祥（新疆大学） 

 

论文 2：扶贫小额信贷、女性赋权与西部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线

上） 

作 者：牛林漪（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傅守祥（新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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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3：数字支付赋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来自多维减贫的微观证据（线

上） 

作 者：何 丝、李大铭、姜 冲、李成明（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傅守祥（新疆大学） 

  

论文 4：福利分层与社会保护的“中间陷落”——来自四川省两民族地州

的田野调查（线上） 

作 者：杨再苹（中山大学） 

评论人：郭利华（中央民族大学） 

 

论文 5：论“文明新形态”视域中的综合减贫与乡村振兴（线上） 

作 者：傅守祥（新疆大学教授） 

评论人：郭利华（中央民族大学）  

 

平行论坛 22：民族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 2（线上）  

时    间：2022 年 8 月 21 日  08:30-11:30 

腾讯会议：998 745 771 

助    理：潘昱辰（联系电话：18571016627） 

主 持 人：薛继亮（内蒙古大学）  

          刘宗华（三峡大学） 

 

论文 1：基于主成分分析视角的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现代化研究 

作 者：成群鹏（云南振滇社会组织发展研究院） 

评论人：薛继亮（内蒙古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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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2：撤点并校对农村儿童初期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作 者：哈欣昱（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薛继亮（内蒙古大学） 

 

论文 3：性别不平等、创新水平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

实证研究 

作 者：郭爱君、滕淑慧、钟方雷（兰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评论人：刘宗华（三峡大学） 

 

论文 4：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 CFPS2014-2018

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 者：薛继亮、鲍欣欣、薄 婧（内蒙古大学） 

评论人：刘宗华（三峡大学） 

 

论文 5：代际互助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描述性系统综述 

作 者：黄美仪（广州大学） 

评论人：刘宗华（三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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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闭幕式暨颁奖仪式 

时    间：2022 年 8 月 21 日 11:40-12:10 

地    点：经管楼 G1525 

腾讯会议：301 411 277 

助    理：周 畅（联系电话：13617178835） 

主 持 人：田  野 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议    程： 

（一）颁奖仪式 

（二）2023 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年会承办单位代表发言 

（三）致闭幕词 

徐 飞 贵州省民宗委原副主任、巡视员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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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名单 

一、全国民族（地区）高校经济学院联席会参会人员（按拼音排序）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1 安国山 延边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2 敖特根巴雅尔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3 才让加 西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院长 

4 陈爱东 西藏民族大学 财经学院院长 

5 单德朋 西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副院长 

6 丁建军 吉首大学 商学院院长 

7 丁  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 

8 傅东平 贵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9 高超民 百色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10 郝晓燕 内蒙古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院长 

11 何诚颖 广西大学 
经济学院 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学院学术院长 

原商学院院长 

12 洪名勇 贵州大学 经济学院院长 

13 胡  超 广西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院长 

14 李  波 中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院长 

15 李布和 赤峰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16 李双元 青海大学 财经学院院长 

17 廉丽娜 西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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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18 廖乐焕 云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副院长 

19 廖望科 大理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20 刘  艳 内蒙古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院长 

21 刘大志 大连民族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22 刘自强 北方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院长 

23 马子红 云南大学 经济学院副院长 

24 牛飞亮 喀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25 齐义军 内蒙古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26 乔光华 内蒙古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27 苏  斌 新疆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院长 

28 拓俊杰 内蒙古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29 王  超 西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副院长 

30 王红梅 贵州民族大学 政治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31 王  磊 石河子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32 王士勇 青海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33 王维然 新疆师范大学 商学院党委书记 

34 熊云飚 云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院长 

35 薛继亮 内蒙古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36 张春敏 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院长 

37 张  明 青海民族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38 张新平 湖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院长 

39 赵  旭 三峡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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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讨会参会人员名单（按拼音排序） 

序号 姓名 单位 

1 阿拉坦格日乐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2 安  敏 三峡大学 

3 安国山 延边大学 

4 敖特根巴雅尔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5 白  钰 中央民族大学 

6 薄  婧 内蒙古大学 

7 鲍欣欣 内蒙古大学 

8 才让加 西北民族大学 

9 曹大明 三峡大学 

10 曹梦华 新疆师范大学 

11 曹月明 中央民族大学 

12 柴  林 三峡大学 

13 陈  诺 中南民族大学 

14 陈爱东 西藏民族大学 

15 陈光炬 湖州师范学院 

16 陈祺睿 三峡大学 

17 陈洋洋 三峡大学 

18 陈章喜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澳门研究院 

19 成群鹏 云南振滇社会组织发展研究院 

20 程  阳 广西民族大学 

21 程秋旺 福建农林大学 

22 池星星 中央民族大学 

23 储  伟 重庆工商大学 

24 崔  茁 三峡大学 

25 单德朋 西南民族大学 

26 邓伟升 云南大学 

27 邓雅梦 吉首大学 

28 丁  楠 吉首大学 

29 丁建军 吉首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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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30 丁美华 吉首大学 

31 丁  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 

32 董永庆 天津大学 

33 杜发春 云南农业大学 

34 杜凤莲 内蒙古大学 

35 段成荣 中国人民大学 

36 段秀芳 新疆财经大学 

37 恩  和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38 樊胜岳 中央民族大学 

39 范亚莉 三峡大学 

40 方  明 温州大学 

41 付海洋 财达证券债券融资部 

42 付秋梅 广西大学 

43 傅东平 贵州财经大学 

44 傅守祥 新疆大学 

45 高  静 中央民族大学 

46 高  攀 三峡大学 

47 高超民 百色学院 

48 高奇正 三峡大学 

49 高雯霖 中央民族大学 

50 高馨雅 三峡大学 

51 耿  新 中南民族大学 

52 贡布泽仁 西南财经大学 

53 古力米热·托合提 新疆大学 

54 郭  玮 青海民族大学 

55 郭爱君 兰州大学 

56 郭广生 中央民族大学 

57 郭利华 中央民族大学 

58 郭美薇 三峡大学 

59 郭献进 丽水学院 

60 郭言歌 武汉轻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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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61 郭永辉 西北政法大学 

62 哈欣昱 中央民族大学 

63 韩培涛 中央民族大学 

64 郝晓燕 内蒙古工业大学 

65 何  丝 中央民族大学 

66 何  阳 北京大学 

67 何  宇 三峡大学 

68 何诚颖 广西大学 

69 何海狮 云南大学 

70 何伟军 三峡大学 

71 贺坚峰 四川农业大学 

72 洪名勇 贵州大学 

73 胡  超 广西民族大学 

74 胡  鹏 中南民族大学 

75 胡  政 三峡大学 

76 胡恒松 《金融理论探索》编辑部 

77 胡剑波 贵州财经大学 

78 胡瑞华 《金融理论探索》编辑部办公室 

79 胡田子绚 中央民族大学 

80 胡西武 青海民族大学 

81 华淑名 新疆大学 

82 黄  海 宜昌市民宗委 

83 黄宏宇 广西民族大学 

84 黄美仪 广州大学 

85 黄顺春 江西理工大学 

86 黄泰岩 中央民族大学 

87 贾  彬 《世界农业》编辑部 

88 贾雪梅 北京师范大学 

89 姜  冲 中央民族大学 

90 姜  萍 中央民族大学 

91 姜  玥 浙江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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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92 蒋满霖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93 蒋耀聪 云南大学 

94 靳永爱 中国人民大学 

95 孔心敏 石河子大学 

96 赖文凤 暨南大学 

97 兰  宇 重庆大学 

98 李  静 中央民族大学 

99 李  勤 三峡大学 

100 李  扬 三峡大学 

101 李艾乐 中央民族大学 

102 李  波 中南民族大学 

103 李布和 赤峰学院 

104 李成明 中央民族大学 

105 李大铭 中央民族大学 

106 李道政 内蒙古财经大学 

107 李东升 三峡大学 

108 李栋梁 西南民族大学 

109 李竞妍 三峡大学 

110 李俊海 中央民族大学 

111 李林汉 中央民族大学 

112 李双元 青海大学 

113 李同宁 内蒙古财经大学 

114 李旭泽 财达证券投行业务委员会 

115 李元琪 中央民族大学 

116 廉丽娜 西北民族大学 

117 梁  辉 中南民族大学 

118 梁  洁 中南民族大学 

119 梁光明 大理大学 

120 廖乐焕 云南民族大学 

121 廖梦雅 丽水学院 

122 廖望科 大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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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123 林巧华 福建农林大学 

124 林榅荷 福建农林大学 

125 刘  波 云南民族大学 

126 刘  瑾 中央民族大学 

127 刘  涛 北京大学 

128 刘  行 三峡大学 

129 刘  艳 内蒙古民族大学 

130 刘  洋 石河子大学 

131 刘  莹 重庆工商大学 

132 刘大志 大连民族大学 

133 刘七军 北方民族大学 

134 刘树梁 北方民族大学 

135 刘文华 西南财经大学 

136 刘小雪 三峡大学 

137 刘元如 国家民委 

138 刘志雄 广西民族大学 

139 刘自强 北方民族大学 

140 柳桂花 四川农业大学 

141 龙贺兴 中央民族大学 

142 卢  冲 西南财经大学 

143 鲁世立 三峡大学 

144 鲁仕宝 云南大学 

145 陆欣晨 桂林理工大学 

146 罗仁福 北京大学 

147 罗小锋 三峡大学 

148 吕利丹 中国人民大学 

149 马海霞 新疆师范大学 

150 马玲娜 中央民族大学 

151 马文腾 河北大学 

152 马潇骁 中央民族大学 

153 马致兴 四川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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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154 马子红 云南大学 

155 马子量 西北民族大学 

156 玛衣拉·吐尔逊 新疆大学 

157 孟令法 北京师范大学 

158 米  雪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59 闵欣伟 中国人民大学 

160 穆佳薇 新疆农业大学 

161 那仁图亚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162 牛飞亮 喀什大学 

163 牛林漪 中央民族大学 

164 牛一博 西藏民族大学 

165 潘  劲 《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编辑部 

166 潘昱辰 三峡大学 

167 彭  霜 中南民族大学 

168 彭竞远 三峡大学 

169 普永生 国家民委办公厅 

170 齐义军 内蒙古师范大学 

171 强  毅 北方民族大学 

172 强若昕 中央民族大学 

173 乔保荣 新疆农业大学 

174 乔光华 内蒙古农业大学 

175 乔丽盼·海拉提 中央民族大学 

176 乔鹏程 西藏民族大学 

177 邱开玉 丽水学院 

178 邱玉鼎 中国人民大学 

179 冉光妍 石河子大学 

180 尚毅梓 云南大学 

181 沈  洲 三峡大学 

182 沈丽敏 三峡大学 

183 盛丹阳 中国人民大学 

184 石奕龙 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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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185 史锦华 中央民族大学 

186 舒心怡 三峡大学 

187 宋  爽 西藏民族大学 

188 宋伟锋 西北政法大学 

189 宋志娇 中央民族大学 

190 苏  斌 新疆财经大学 

191 苏发金 三峡大学 

192 苏治豪 三峡大学 

193 孙久文 河北金融学院 

194 孙伟红 内蒙古大学 

195 孙永强 中央民族大学 

196 拓俊杰 内蒙古师范大学 

197 覃朝晖 三峡大学 

198 谭同学 云南大学 

199 谭雁潇 中国人民大学 

200 滕淑慧 兰州大学 

201 田  宁 三峡大学 

202 田  野 三峡大学 

203 田红宇 三峡大学 

204 田杰鑫 三峡大学 

205 田靖文 中央民族大学 

206 田宇飞 三峡大学 

207 汪  璇 三峡大学 

208 王  昌 宁夏大学 

209 王  浩 云南大学 

210 王  晶 三峡大学 

211 王  力 中国人民大学 

212 王  倩 中央民族大学 

213 王  逍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14 王嫒名 三峡大学 

215 王  超 西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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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216 王东晖 中国人民大学 

217 王光耀 石河子大学 

218 王红梅 贵州民族大学 

219 王慧灿 中国人民大学 

220 王建宁 中国人民大学 

221 王  磊 石河子大学 

222 王嫚嫚 三峡大学 

223 王朋岗 河北大学 

224 王士勇 青海师范大学 

225 王思雨 中央民族大学 

226 王维然 新疆师范大学 

227 王炜晔 中国人民大学 

228 王晓晶 石河子大学 

229 王雪璐 北方民族大学 

230 王炎廷 三峡大学 

231 王艳鸿 山西师范大学 

232 王雨晨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233 王玉珍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澳门研究院 

234 王政星 贵州民族大学 

235 文斌兴 青海民族大学 

236 乌仁图雅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237 邬林果 重庆工商大学 

238 吴本健 中央民族大学 

239 吴梦琪 江西理工大学 

240 吴明朗 重庆大学 

241 吴雄周 吉首大学 

242 夏  漾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243 相文静 中央民族大学 

244 向  港 贵州财经大学 

245 肖崇一 三峡大学 

246 肖雨男 三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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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247 辛  馨 西藏大学 

248 熊云飚 云南民族大学 

249 徐  飞 贵州省民宗委 

250 徐爱燕 西藏大学 

251 徐定德 四川农业大学 

252 徐伟兵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253 许  晨 中央民族大学 

254 许  珂 西北大学 

255 许安心 福建农林大学 

256 许雅茹 内蒙古工业大学 

257 薛  集 中南民族大学 

258 薛继亮 内蒙古大学 

259 闫东东 内蒙古大学 

260 阳星仪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澳门研究院 

261 杨  帆 西南财经大学 

262 杨  茜 内蒙古大学 

263 杨  梓 中央民族大学 

264 杨春娥 三峡大学 

265 杨聪慧 中央民族大学 

266 杨东全 三峡大学 

267 杨国涛 宁夏大学 

268 杨海晨 中南民族大学 

269 杨佳昊 兰州大学 

270 杨兴全 石河子大学 

271 杨云帆 北方民族大学 

272 杨再苹 中山大学 

273 姚茂文 贵州民族大学 

274 叶  慧 中南民族大学 

275 叶  树 贵州财经大学 

276 叶乃萍 中央民族大学 

277 叶依婷 三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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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278 易  萍 三峡大学 

279 于  潇 中央民族大学 

280 于沛鑫 中南民族大学 

281 余国新 新疆农业大学 

282 余威震 三峡大学 

283 岳希明 中国人民大学 

284 查  帅 中央民族大学 

285 张  彬 云南大学 

286 张  娇 大理大学 

287 张  杰 石河子大学 

288 张  凯 三峡大学 

289 张  亮 中央民族大学 

290 张  鹏 重庆大学 

291 张  英 中南民族大学 

292 张  哲 三峡大学 

293 张春敏 中央民族大学 

294 张姣玉 中央民族大学 

295 张立平 三峡大学 

296 张丽君 中央民族大学 

297 张梦琦 西藏民族大学 

298 张  明 青海民族大学 

299 张庆安 民族团结杂志社 

300 张世国 《管理世界》编辑部 

301 张思琪 中央民族大学 

302 张现苓 中央财经大学 

303 张潇予 西南财经大学 

304 张晓燕 三峡大学 

305 张新平 湖北民族大学 

306 张一博 中南民族大学 

307 张一凡 天津大学 

308 张永奇 四川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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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309 张永鑫 云南大学 

310 张振伟 三峡大学 

311 赵  明 北方民族大学 

312 赵  石 北方民族大学 

313 赵晨曦 中央民族大学 

314 赵丽敏 中央民族大学 

315 赵  旭 三峡大学 

316 郑  宇 云南大学 

317 郑乐伟 吉首大学 

318 钟方雷 中央民族大学 

319 钟皓凡 贵州省民族研究院 

320 钟金发 福建农林大学 

321 周笃锋 新疆财经大学 

322 朱  荟 南开大学 

323 朱嘉强 中央民族大学 

324 朱明杰 陕西师范大学 

325 朱祥贵 三峡大学 

326 朱忠飞 赣南师范大学 

327 宗  鑫 北方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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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简介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下文简称“研究会”）成立于 1981

年 12月，是在民政部注册的国家级社会组织，是我国从事民族经济

研究的权威机构之一。业务主管单位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业务

指导部门是中央民族大学，目前秘书处设在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是国家民委主管纳入中宣部全国社科办重点联系范围的全国性社科

学术社团之一。 

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植根于民族地区，服务于民族

工作”的宗旨，积极配合、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全面调研各民族、

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提供决策依据，在各民族和民族

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兴边富民、民族地区

资源与环境、民族地区公共健康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独具特色、卓有

成效的研究和实践工作。研究会连续两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

目 4 项，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优秀社科学术社团奖励性补助；连续

举办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年会等系列学术活动，提高了社会影

响力；积极参与了《中国少数民族扶贫进展报告》等撰写工作，与

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共同组织系列资政报告撰写与上报，多个

报告获国家领导人和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 

研究会每五年召开会员代表大会，2018年召开第八次会员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理事会。现任会长是国家民委办公厅原巡

视员、副主任普永生，副会长为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副司长冯常海，

贵州省民宗委原副主任、巡视员徐飞，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原院

长、教授张丽君（兼秘书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春

学，贵阳永乐药业董事长向延柳。 

   官方微信公众号：caee2018（本手册封底扫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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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简介 

三峡大学座落在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所在地、世界水电之都、

中国旅游名城——湖北省宜昌市，是国家水利部和湖北省人民政府

共建的重点高校，是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高校，是湖

北省入选教育部第二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和“全国高校

就业 50 强”，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已成为水利电力

特色与优势比较明显、综合办学实力较强、享有一定社会声誉的综

合性大学。 

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于 2000 年 5 月由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

（宜昌）管理学院、原三峡学院人文学院工商管理、旅游等专业组

建而成。自组建以来，学院坚持“求索”校训和“双服务”发展战

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水利水电行业），在科学研究、人

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目前，学院兼跨经济学、管理学两大学科门类，涵盖管理科学

与工程、工商管理、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4 个一级学科，现有

管理科学与工程 1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管理科学与工程 1 个博士后

流动站，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应用经济学 3 个一级学科学

术学位硕士点，MBA、MPAcc 等 2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有湖北省“十

四五”特色优势学科群 1 个“资源生态管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管理科学与工程为湖北省重点学科。学院设有经济系、工商管理系、

物流管理与工程系、会计系、旅游管理系 5 个系，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融学、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财务管理、旅游管理 6 个本科

专业，建立了 1 个现代经济与管理实验中心和 30 多个校内外产学研

合作基地；拥有水库移民研究中心、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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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2 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学院现有在校研究生 600 余人、本科生 2000 余人，在册教职工

125 人，其中专任教师 102 人。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 72 人，

另外聘请了 30 多位国内外知名专家作为兼职教授。近几年来，学院

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

社科项目、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以及三峡工程专项科技项目等各类

研究项目近 80 多项，纵、横向科研经费达到 1000 多万元/年，出版

各类学术专著、教程 70 余部，发表论文 200 余篇/年，有 15 项科研

成果获省部级奖励。 

学院金融学、旅游管理、财务管理成功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经济学》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学院教师获批 20

余项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6 项 MBA、MPAcc 案例入选

全国案例库，其中 1 项入选“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1 项入选

“全国 MPAcc 优秀案例”。旅游系教工党支部入选“全国党建工作

样板党支部”创建单位。学院成立以来，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举措、

新方法，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生综合

素质表现优异，在全国各种科技创新大赛中取得佳绩：“挑战杯”

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网络与电子商务专项赛金奖、MBA 管理案

例精英赛“最佳新锐奖”、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全国

大学生英语竞赛一等奖、全国会计案例大赛二等奖、湖北省营销策

划大赛一等奖等。 

学院一直坚持开放办学，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先后与美

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越南等国的相关高校

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每年有数十名学生赴国外学习、交流。学

院留学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在校留学生人数近 50 余人。 

官方微信公众号：CTGUJGQN （本手册封底扫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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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简介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前身是 1952年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政治

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和 1980 年成立的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2000

年 8 月成立经济学院（以下称“学院”），2004 年 3 月实行院所（少

数民族经济研究所）合一管理体制，机构设置延续至今。 

学院具有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

养体系，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博士点和硕士点（国家重点培育

学科、“211”“985”“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有理论经济学（省

部级重点学科）、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下设政治经

济学、西方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世界经

济学、区域经济学（省部级重点学科）、金融学、国际贸易学、财政

学等 9 个二级学科方向；有金融、国际商务和税务三个专业硕士点；

本科层次设有经济学（国家一流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国家一流

专业）、金融学（国家一流专业）、财政学（北京市一流专业）、数字

经济以及经济学拔尖人才创新班。学院有“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

院”“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中南半岛经济研究中

心”和“民族地区贫困与发展研究创新团队”等省部级研究平台、

基地和团队，还设立了“中俄能源研究院”“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中

心”“民族地区减贫与发展研究院”等学术研究平台。 

学院始终秉承“师道重德能，学术尚谨严，事业惟勤奋，才干

致精宽”的宗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现有专任教师 60 人，其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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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人，副教授 22 人，博士生导师 18 人，95%拥有博士学位。拥有

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首席专家、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评

审组成员、教育部跨世纪/新世纪人才、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领军

人才等学科带头人，有霍英东基金优秀青年教师、北京市青年英才、

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青年教学标兵等中青年骨干。 

近五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民族研究》《经济学

季刊》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近

300 篇；在“三报一刊”上发表理论文章 30 余篇；出版著作近 70

部，其中《中国经济热点》系列、《中国经济学发展报告》系列、《民

族经济村庄调查丛书》（95 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

系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丛书》（10 部）等成为亮点；共

主持国家级课题 31 项，省部级课题 41 项。 

官方微信公众号：muc_econ（本手册封底扫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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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简介 

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China Institute for Vitalizing Border 

Areas and Enriching the People，简称 VBEP）于 2019 年 4 月由国家

民委经济发展司、教育科技司和中央民族大学三方共同创建，是国

家民委批准设立的高端智库，办公地址设在中央民族大学。2020 年

12 月获批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入选《全球智库报

告 2020》“2020 最佳新智库”。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黄泰岩任院

长，中央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张丽君任执行院长。 

研究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国

家战略，以“兴边富民”为特色研究领域，以打造“理论研究高地、

社会服务阵地、人才培养基地、学术交流中心、调查数据中心”为

目标，服务国家战略、服务边疆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

放，是聚合社会各界资源和力量而打造的高端智库，国家“兴边富

民行动”研究的重镇。 

研究院构建了“总院—分院—基地”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在

边疆九省区设置分院、研究基地和固定观察点。目前已经设立了中

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内蒙古分院（内蒙古师范大学）和新疆分院

（喀什大学），在新疆霍尔果斯市、西藏曲水县等建立了研究基地

和固定观察点。 

截至 2021 年底，研究院成员在《经济研究》等国内高质量期刊、

“三报一刊”等重要报纸以及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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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Development、China Economic Review 等英文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 114 篇，出版著作 10 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等国家级项

目 23 项，省部级课题 24 项，发布了《中国兴边富民发展报告（2021）

——兴边富民行动 20 年》等系列报告，报告及其应用性成果多次获

国家级、省部级领导人批示和地方政府采纳。研究院重点打造“中

国兴边富民数据库”等系列数据库，为开展学术研究、政策研究和

评估奠定了坚实基础。 

官方网址：vbep.m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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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智库简介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

见》、《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的建设要求，2019

年 4 月，由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协同，三峡大学与宜昌市委政策研究

室、宜昌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共同组建了“三峡智库”并举办了揭牌

仪式。 

三峡智库以坚持“四个面向”，践行“四个服务”为基本宗旨，

积极融入地方和行业发展的主战场。智库充分发挥了学校学科门类

齐全、人才密集的优势，聘请了一批省市领导和国内著名专家为特

约专家，旨在聚焦三峡区域和水利电力行业，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

现实需求，为政府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咨询保障。 

智库团队具有较丰富的前期研究基础和服务地方行业的实践经

验，围绕宜荆荆恩城市群、疫情防控、三峡综合运输体系、三峡生

态经济合作区、长江大保护、乡村振兴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

社会影响力的社会服务成果。2019 年以来，三峡智库获批省政府智

力成果采购项目 4 项，其它政府部门委托项目 70 余项，其中各类“十

四五”规划项目 20 余项；提交并获得政府采纳的研究与咨询报告共

30 余篇，其中省部级领导批示 8 篇。 

三峡智库，未来将以建成“区域一流、全国先进、国际影响”

的特色智库为目标，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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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学民族学院简介 

三峡大学民族学院是2012年8月组建而成的教学和科研实体。学

院主要从事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和南方民族历史文化、

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学院现有教职工30人，其中教授12

人、副教授2人，博士14人，有国家社科基金会评专家、湖北省有突

出贡献优秀中青年专家等高层次人才9人次。 

学院设有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学院、民族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拥

有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基地、湖北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等省部级研究平台，

建有民族文献资料室、民俗文物陈列室，办有《三峡文化研究》集

刊。近年来，出版“武陵文库”等系列著作30余部；在《民族研究》

等高水平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多篇；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国家课题30余项，省部级课题20余项，

地方、部门委托课题20多项，课题总经费超1500余万元；获教育部

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奖励20余项。 

学院注重国内外学术交流，先后与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国家

和港澳台地区20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密切学术交流与合作

关系。近年来，主办承办国内外学术研讨会10余次。 

2014年，学院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受到国

务院表彰。2016年，学院及教师个人因在唐崖土司遗址成功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湖北省人民政府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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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受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和国

家社科基金优秀社科学术社团奖励性补助资助。 

本次会议郑重感谢所有投稿人、评议人、参会人、匿名评审专

家、支持学术期刊、三峡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以下会务组成员的

辛勤付出： 

三峡大学（按拼音首字母排序）：曹大明，柴林，陈祺睿，陈

洋洋，高攀，高馨雅，郭美薇，胡政，李竞妍，李勤，刘小雪，刘

行，鲁世立，潘昱辰，彭竞远，覃朝晖，沈丽敏，舒心怡，苏治豪，

田宁，田野，田宇飞，汪静，汪璇，王磊，王守文，肖崇一，谢丞，

杨东全，易萍，余威震，袁亮，张凯，张晓燕，张哲，赵旭，赵志

龙，周畅 等。 

中央民族大学（按拼音首字母排序）：白钰，曹月明，程怡，

樊樱羞，胡燕生，贾雪梅，马潇骁，乔丽盼·海拉提，田靖文，王润

球，王宇，吴本健，吴希宾，许晨，张春敏，张丽君，张思琪，赵

丽敏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