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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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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1年12月4日，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2021年年会暨“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

区经济发展”线上主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研讨会以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重点，同时涉及民族

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探索、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的动力解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区域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行动建议、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思考等热点问题，为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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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4日，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2021年年会暨“新发展格局下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线上主题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

学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

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办，吉首大学商学院、

“民族地区绿色减贫与发展”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武陵山片区扶贫与发展湖南省普

通高校2011协同创新中心、民族地区扶贫与发展湖

南省专业特色智库承办，区域经济评论杂志社、《吉

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协办，110余名专家学者

应邀参会。会议围绕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经济

发展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一、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丁赛研

究员做了题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的报告。她指出，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一切问题的

基础和关键，西部地区和东中部地区在高质量发展

的内涵上有着地区差异，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着

重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她认为，国家支持是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同

时民族地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上也面

临着如下挑战：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

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成效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

展差距依然较大、民族地区是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她进一步指出，民族地

区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应重点关注

六个方面，一是筑牢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的民族工作；二是确定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与

规模；三是处理好民族地区市场与全国大市场的关

系；四是大力发展教育，以吸引人才和增强人才流

动；五是做好生态保护，发展生态经济；六是做好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中央民族大学李曦辉教授做了题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维度研究》的报告。他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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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阐述出发，回顾了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由来和发展，认为经济发展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的西部

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精准扶贫、扶持较少民

族发展、对口支援五项伟大实践，成效显著，意义非

凡。同时，他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

的问题、挑战及原因，并在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树立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及推广国家通用

文字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内蒙古财经大学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陶

克涛教授做了题为《党的以少数民族为中心的经济

政策：百年演进逻辑与重大实践价值》的报告。他

分析了党的以少数民族为中心的经济政策百年演

进逻辑，并总结出八点重大实践价值，一是为筑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了经济基础；二是为世界

各国治理民族问题和脱贫致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三是为构建党的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政策

体系引领了理论方向；四是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化、

教育、科技开启了财富源泉；五是为积极参与“一带

一路”和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靓丽身份；六是为少数

民族数字经济发展阻断了迭代鸿沟；七是为推动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经济桥梁；八是为新时

代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理念。

中央民族大学冯彦明教授做了题为《中国经济

学视角下的西部地区发展新格局》的报告。他认

为，“三新一高”为西部地区发展提供了新机遇，而

西方经济学无法解决新发展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

矛盾，不具有中华文明独具的发展理念，无法指导

构建新发展格局，西部地区发展应以经世济民的中

国经济学为指导，形成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以人与

自然协调发展为前提，以地区经济自循环为基础，

以融入国内大循环为主导，以参与并引领周边国家

共同循环为补充，为共享发展、共同富裕起示范和

带头作用的新发展格局。

二、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的

动力解析

中央财经大学戴宏伟教授做了题为《新型城镇

化与民族地区新发展格局》的报告。他指出，发展民

族地区特色产业是推进民族地区城市化和面向高质

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他在探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

过程中通过分享美国经验，指出民族地区发展特色

旅游业虽具有发展现代深层次旅游业的比较优势，

但也存在旅游内容较为单一、旅游开发缺乏长远规

划、缺乏旅游品牌意识以及服务意识与水平不到位

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对民族地区发展特色旅游业

提出了五点具体建议，一是把自驾游作为未来旅游

业发展的重点，大力发展休闲、探险等深层次旅游形

态；二是树立“大旅游”的观念，筑牢大局意识，加强

旅游属地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三是完善旅游地

区交通、生活配套等硬件建设和服务理念、饮食安全

等软件建设；四是加强旅游立法、执法及监督，认真

处理对个别地区旅游业的不满和投诉；五是借鉴美

国等国的经验，对个别民族地区进行特殊旅游项目

扶贫。

西藏民族大学财经学院狄方耀教授做了题为

《数字经济视域下西藏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

路径研究》的报告。他探讨了数字经济在西藏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中的内在作用机理，并提出了三点路

径思考，一是推动西藏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转

化机制创新，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市场机

制，着力培养数字化人才；二是推动西藏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的效率机制创新，积极借助数字技术等成

果进行创新，并推动旅游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三是

推动西藏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服务机制创新，注重

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旅游服务和旅游产品。

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利副教授做了

题为《黔东南苗族传统工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路

径研究》的报告。她提出发展民族地区传统工艺是

推动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黔东南苗

族传统工艺代表了中国苗族传统工艺的领先水平，

她通过对黔东南苗族传统工艺的优劣势分析，提出

了两大发展路径，一是守正，即传统工艺要坚持发

扬地域文化特色和精湛的手工技艺，在工艺质量上

进行深挖掘；二是创新，即主要从人才培养、产业合

作和知识产权利用方面进行创新。

三、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

实证研究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孙慧教授做了题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空间布局研究》的报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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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SM-DID模型实证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

实施提升了新疆GDP总量和竞争力综合绩效指数，

并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空间布局总体向好，

但区域内差异依然明显。她通过刻画丝绸之路经济

带核心区向东层面、向西层面和疆内的经济发展及

空间格局演变，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三

点发展思路：一是在向东层面上，重点围绕北京、山

东、河北等 10个省（区、市）的核心层级加强经济联

系；二是在向西层面上，核心区应当形成以新疆为核

心，向西、向西北、向西南方向辐射的“圈射”开放格

局；三是在疆内层面上，推动构建核心区“一心两带

三廊三轴多支点”的空间布局和“双核八廊”的商贸

物流中心空间布局，基于核心区资源禀赋和能源、资

源地缘优势，把新疆打造成中国电力供应基地、油气

生产基地和陆上能源安全通道。

云南大学的马子红教授做了题为《RECP下的

服务贸易、新格局的理论逻辑》的报告。他基于

RCEP签署的政策红利背景下，利用TC指数和RCA
指数对中国和东盟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综合对比，

指出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明显弱于东盟，不具备

国际竞争力。他认为，增强中国服务贸易竞争优

势，必须加快构建区域价值链，发挥经济贸易的规

模优势，夯实服务贸易发展之基，完善相关配套设

施，优化服务贸易产品结构，发展特色服务贸易。

新疆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段秀芳教授做了

题为《新疆沿边开放 30年绩效评价》的报告。她在

对新疆沿边开放与主要沿边省（区）进行比较分析

的基础上，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新疆沿边开放

30年绩效评价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四点对策

建议，一是对新疆沿边的开发区进行合理规划和科

学建设，以促进南北疆地区的经济开放和均衡发

展；二是通过资本和教育的开放带动新疆的科技发

展；三是通过文旅结合扩大新疆文化开放的维度；

四是落实绿色发展，提高新疆的资源环境绩效。

四、区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行动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周文斌研究

员做了题为《“武陵人”开放共建新时代“桃花

源”——人力资源高素质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一

点思考》的报告。他以“桃花源”变成14个集中连片

的扶贫攻坚区为切入口，指出武陵山区要坚持人力

资源高素质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开放共建新时代

“桃花源”。他援引职场灵性提出武陵山片区具有

区域灵性，并指出通过开发区域灵性、打造区域品

牌、依靠适宜的区域人力资源发展武陵山片区。同

时，他认为靠山吃山、用山养山，新时代生态文明视

角下的“桃花源”要依靠教育、适宜人才以及“干中

学、行动中提升”三条路径发展起来。

吉首大学商学院丁建军院长做了题为《脱贫成

效、转型比较与乡村振兴展望：连片特困区脱贫攻

坚与区域发展十年总结》的报告。他对连片特困区

十年的脱贫攻坚与区域发展进行了回顾和展望。

他从脱贫成效、转型比较和乡村振兴角度，用数据

肯定了连片特困区在十年的脱贫攻坚主战场上发

挥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连片特困区的乡村发展要

建立片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攻坚

加速乡村重构、乡村重构推动乡村转型、乡村转型

支撑乡村振兴的系统工程。同时，他认为连片特困

区乡村振兴存在“人”“业”“地”转型困境，要坚持增

强人力资本积累、优化产业结构、协同人与自然关

系、优化公共文化服务、重视精英带动，推动连片特

困区乡村振兴。

延安大学徐宁老师做了题为《乡村振兴战略视

角下美丽西藏特色边境小康村建设的思考》的报

告。他以西藏地区建设边境小康村的数据为例，分

析了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建设特色边境小康村的

优势与制约性因素。他认为，西藏建设美丽西藏特

色边境小康村具有政治优势、基础组织优势和政策

优势，但存在基础设施薄弱、远离经济腹地等制约

性因素。同时，他认为，建设边境小康村要正确把

握乡村振兴战略与边境城镇化、生态保护与兴边富

民、当前利益与长远发展、全面小康与个人富裕等

五对关系。

五、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

路径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

会长孙久文教授做了题为《新时代兴边富民的实现

路径与政策建议》的报告。他介绍了 20世纪 90年

代以来兴边富民行动下的沿边地区9个省（区）的经

济规模变化，并指出脱贫攻坚战略和兴边富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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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疆地区形成的战略融合点有助于实现兴边富

民行动“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的目标。他通过对

“十四五”规划的总结，归纳了如下四条新时期兴边

富民行动的主要路径，一是以扶贫开发为主线促进

边疆地区发展；二是以提升边疆地区居民收入水平

为目标促进边疆地区发展；三是以发挥边疆地区比

较优势为基础加快边疆地区产业的发展；四是以民

族团结为基础促进边疆地区社会全面发展。同时，

他就新时代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提出了五点政策建

议，一是注重边疆地区经济发展，避免兴边富民行

动成为单纯的社会福利政策；二是政府和市场的作

用并重，积极有为地改善边疆地区的发展环境；三

是发挥沿边节点城市的增长极作用，提高边疆地区

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四是促进兴边富民行动与国

家其他战略的协调配合；五是注重调节边疆地区的

贫富差距。

西藏大学图登克珠教授做了题为《新发展格局

下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端智库建设建议》

的报告。他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与东部地

区经济发展差距日益凸显以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不稳定的背景，指出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立足经济发展，建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高

端智库的必要性。

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李彦军教授做了题为

《民族地区“绿水青山”的价值评估》的报告。他在

对民族地区“绿水青山”价值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

五点政策建议，一是增加民族地区科技资金投入，

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增加“绿水青山”的单位价值

量；二是积极探索“两山”的有效转化形式，突出非

实物服务价值转化的重要地位；三是积极开展生态

恢复和裸地整治工作，推动民族地区低价值土地向

价值量高的类型转化；四是关注气候变化和土地利

用对民族地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防止植被

及生态功能退化；五是继续完善水利设施，推广节

水农业，优化种植作物类型，减少水资源负债，提高

农业生产中自然降水和灌溉用水的利用率。

江苏大学孙华平教授做了题为《民族地区的“碳

中和”与绿色转型》的报告。他从市场和效率两个角

度分析了中国各省（区、市）的电力系统碳排放水平

和三大区域电力系统碳排放效率，指出走节能减排

的低碳发展道路是中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

然要求。他认为，世界各国正将“碳中和”目标转化

为国家战略。同时，他认为中国实现“碳中和”需要

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要统筹好发展和减排的关系、

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利用“1+
N”政策方案，先立再破，实现双碳目标和区域发展。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郭殿东老师做

了题为《坚持持续创新驱动模式发展下的企业战

略》的报告。他通过分享对中国芯片短缺问题的有

关思考，强调了自主基础创新问题需要上升到企业

战略，并依靠持续发展模式解决，进而提出了坚持

持续创新驱动模式发展下的企业战略的三点看法，

一是突破定式，改变逻辑，即对传统的创新逻辑进

行重新构建，从盈利模式、产品到最终的客户交互

实现颠覆性的改变；二是完善学术型企业家培育机

制，推动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驱动机制和动机认

识模式的构建；三是打造有效的创新生态系统，实

现价值共享。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Li Xihui Chen Wendusu Yang Xinwen
Abstract: On December 4, 2021, the 2021 annual meeting of the economic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regional economic society and the online symposium on“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were held in Beijing. This seminar focuses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involves hot issues such a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alysis of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empirical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ction suggestions for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reg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inking on the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Key Word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Ethnic Minority Areas Economy；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张 子）

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