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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晓文的科研成果 

袁晓文 

一、论文： 

1.《东蒙古入据青海及其对青海藏族影响述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2.《试析木里土司的政治经济结构》，《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3.《汉地佛教在吐蕃传播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4.《论桑结嘉措及其政绩》，《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6期。 

5.《木里寺院综述》，《西藏民族宗教》1995年第4期。 

6.《论四川藏族对抗日战争的贡献》，《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 

7.《清初西蒙古入据青海及藏族诸部的活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 

8.《清嘉庆及道光初年青海黄河南岸藏族部落还牧河北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

期。 

9.《清道咸年间青海藏族回牧黄河北岸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 

10.《贡噶多杰〈呼兰史册〉评述》（英译汉），《国外藏学动态》第6期。 

11.《北庭的回纥与吐蕃》（790—791）（英译汉），《国外藏学动态》第6期。 

12.《甘孜县甘孜寺现状调查》，《四川藏区典型寺院及学校现状调查》资料丛编。 

13.《甘孜县第二完全小学现状调查》，《四川藏区典型寺院及学校现状调查》资料丛编 

14.《成都历史上的藏传佛教寺庙》，《民族》1996年第10期。 

15.《甘孜藏族自治州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 

16.《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汉族源流》，《汉族地域文化研究》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1

月第一版。 

17.《四川藏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研究》，《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 

18.《对四川民族地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法律思考》，《天府新论》2000年增刊。 

19.《四川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2期。 

20.《藏区反贫困制度的选择与创新》，云南省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2000年号。 

21.《交流与融合—关于巴塘汉族的个案分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1期。 

22.《西部大开发与四川民族地区生态经济建设》，《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 

23.《长江上游生态重建与四川民族地区新世纪发展道路》，《四川政报》2001年第7期。 

24.《西部大开发中四川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走进西部》论文集2001年。 

25.《四川省散杂居民族工作调研报告》，《四川省散杂居民族工作调研报告集》（内部）2002

年。 

26.《遂宁、南充、广安市散杂居民族工作调研报告》，《四川省散杂居民族工作调研报告集》

（内部）2002年。 

27.《四川藏区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四川经济日报》（2002年12月28、29日）、《四川政

协报》（2002年12月25日）、《中国民族报》（2002年12月30日）、《民族》2003年第2期。 

28.《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历史回顾和科研工作》，《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2年。 

29.《康巴藏族传统文化及其变迁——康定县塔公藏族定居牧民妇女个案研究》，《西南民族大学

学报》2003年第9期。 

30.《中路藏族聚落环境调查》，《大渡河上游丹巴藏族民间文化考察报告》（内部），《西南民

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1期。 

31.《跨越式发展——民族地区奔向小康的必然选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1期。 



32.《四川民族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可持续性研究》，国家民委《民族工作研究》连载（2003年第4

期和2004年第1期）。 

33.《经济现代化与民族教育的核心价值取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34.《四川民族教育的需求和支付能力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35.《四川民族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可持续性的理论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36.《四川民族教育的传统性和现代性探讨》，《南方民族研究论丛》，（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年。 

37.《固本强基 凝聚民心——四川民族地区乡镇基层政权建设工程的经验和启示》，《中国民族》

2004年第3期。 

38.《四川民族地区妇女教育发展的特点》，《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 

39.《从前苏联、南斯拉夫民族危机看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紧迫性》，《现代人才》2005年第2

期。 

40.《三峡库区民族地区工业生态经济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41.《四川藏区教育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西部发展评论》2005年第3期。 

42.《城市民族工作的区域性特点——以成都市为例》（合作），《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

期；《相遇与沟通——对成都市多民族构成及民族关系的记录与思考》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

社2010年。 

43.《论藏族的传统道德与生态观》，《藏彝走廊东部边缘的族群与互动》论文集，（北京）民族

出版社2006年。 

44.《全球化——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危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发展与保护研究》论文

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45.《三峡库区民族地区农业的生态化改造》，《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46.《民族文化的盛宴——从“藏彝走廊看文化多样性的共存与发展”》，《民族画报》2008年第4

期。 

47.《尔苏藏族研究综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48.《关注西南民族发展的重大问题 推进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改革和科学发展——中国西南民族研究

学会第十四次年会综述》，《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11期。 

49.《四川藏区的历史文化与祖国中原的关系》，《汉民族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论文集，黑龙江

人民出版社2008年。 

50.《藏彝走廊中的尔苏藏族人类学研究》，《四川藏学研究》论文集第十一辑。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9年。 

51.《灾后重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石棉尔苏、木雅藏族文化保护的调查与思考》（合

作），《民族工作研究》2009年第3期。 

52.《唐以前藏彝走廊地区的“羌”、“夷”之别》（合作），载《思想战线》2010年第1期。 

53.《川西高原上的<格萨尔>说唱艺人》（合作），载《西藏人文地理》2010年第6期。 

54.《藏彝走廊的族群互动研究：汉彝文化边缘的冕宁多续藏族》，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

年第12期。 

55.《多续藏族：藏彝走廊中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载《藏彝走廊：文化多样性、族际互动与

发展》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 

56.《藏区水库移民过程中宗教设施迁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载《四川省2009年度政务调研

成果选编》（内部）。 

二、专著 

1.《四川藏传佛教寺院资料选编》（内部、合著），1990年 

2.《中国佛学大辞典》（合著），1993年 

3.《四川百科全书·民族卷》（合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年 

4.《民族研究文集》（主编），巴蜀书社2000年 

5.《四川省志·民族志》（合著），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 

6.《西部生态经济建设》（合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 

7.《长江上游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研究》（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8.《四川藏区》（合著），巴蜀书社2003年 

9.《四川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现状调查分析与对策研究》（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 

10.《民族研究文集——纪念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文集》（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4年 

11.《藏彝走廊东部边缘族群互动与发展——平武县各族历史、文化、民族关系及民族政策》（主

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 

12.《凉山罗彝考察报告》（合作整理），巴蜀书社2006年 

13.《四川省党政干部民族知识读本》（合著，副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年 

14.主编“藏彝走廊研究丛书”，目前正式出版14本 

三、调研报告 

1.《四川藏区典型寺院及学校现状调查》一书中的两篇调研报告，1992年 

2.《四川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现状调查分析与对策研究》，2000年 

3.《“稳藏必先安康”的历史新启示》（合著），2002年 

4.《关于阿坝州维护稳定工作的调研报告》，2002年 

5.《四川省散杂居民族工作报告》（总报告、一篇分报告）（合著），2002年 

6.《遂宁、南充、广安三市散杂居民族工作调研报告》，2002年 

7.《乐山马边峨边民族教育发展调研报告》，2002年 

8.《四川民族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可持续调研报告》（合著），2003年 

9.《昭觉县洒拉地坡乡及凉山州贫困问题调查报告》，2003年 

10.《关于加快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推进“三个转变”战略顺利实施的建议》，2003年 

11.《对凉山州2003年实施<四川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情况的调查报告》，2004年 

12.《关于达州市宣汉县对龙泉等五乡镇部分群众认定为土家族的看法》（合作），2005年 

13.《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才工作调研报告》，2005年 

14．《四川民族地区特色农业产业化调查报告》，2005年 

15.《四川民族地区水电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调研报告》（合作），2006年 

16.《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对四川民族与宗教的影响及对策》（合作），2006年 

17.《推进自然资源科学开发，构建利益关系新型格局——关于凉山州自然资源开发的调研报告》

（合作），2007年 

18.《灾后重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石棉尔苏、木雅藏族文化保护的调查与思考》（合

作），2008年 

19.《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调研报告》（合作），2008年 

20.《阿坝州民生工程专题调研报告》（合作），2008年 

21.《“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多民族和谐共居机制的调查与思考——以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为

例》（合作），2009年 

22.《关于羌族地区灾后重建情况的调研报告》（合作），2009年 

四、主持、参加完成的课题 

（一）主持完成的课题 

1.主持完成国家民委委托项目《西部大开发与四川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课题5万余字。1999

年。  

2.主持完成四川省委民族工作委员会项目《四川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研究》课题。该调查报告直

接推动了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四川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成为制定该“计划”的蓝

本。2000年。 

3.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四川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现状调查分析与对策研究》课题。2001

年。 

4.主持完成四川省委民族工作委员会项目《四川省散杂居民族工作调研》课题，调研报告15万字。

2002年。 

5.主持完成四川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项目《四川藏区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课题。2002

年。 

6.主持完成国家民委委托项目《四川民族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可持续性研究》课题5万余字。2003

年。 

7.主持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四川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政治保障问题研

究》。2005年。 

8.主持完成横向招标课题《长江三峡库区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研究》。该课题已于2005年9月向课题

发标单位武汉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结题。 

9.主持国家民委重大委托课题《川滇黔桂未识别民族现状调查》，2009年。 



10.主持国家民委一般课题《西部民族地区改善民生问题研究》，2009年。 

1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藏彝走廊：多民族和谐共居问题研究——以川西南藏族与汉、彝

等民族关系为例》，2010年。 

12.主持国家民委一般课题《四川特困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研究》，2010年。 

（二）参加的其他课题 

1.参加四川省课题《改革开放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完成“维护稳定的历史经验”部分，1992年。 

2.参加北京财政部课题《地方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中的四川部分两个章节，1994年。 

3.参加《中国民族建筑》（第一卷）四川篇—藏族建筑—格尔底寺、查理寺，1995年。 

4.参加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研究》，完成甘孜州部分，1996

年。 

5.参加国家民委资助项目“西部大开发与生态经济建设”课题。1999年。 

6.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江上游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研究》课题，执笔完成2章6万字。2000

年。 

7.参加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康巴藏族传统文化及其变迁——甘孜州塔公藏族定居牧民妇女个案研

究”课题。2000年。 

8.参加美国利众基金会资助项目“大渡河上游丹巴藏族民间文化考察”课题。2001年。 

9.参加四川省委宣传部外宣课题“四川藏区”课题。2002年。 

10.参加四川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重点文章《认真落实“三个代表”，以安康促进藏区稳

定》。2002年。 

11.参加四川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项目“固本强基凝聚民心——四川民族地区乡镇基层政权

建设工程的经验和启示”课题。2003年。 

12.参加四川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项目“跨越式发展——民族地区奔向小康的必然选择” 课

题。2004年。 

13.参加四川省委组织部《四川省人才“十一五”规划》子课题《四川民族地区人才“十一五”规

划的建议》的修改。2005年。 

14.参加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国家重点课题《西藏通史》清代卷的“经济制度”一章4万余字的初稿

（合作）。2006年。 

15.参加四川省政府重大委托课题《四川民族地区水电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参与讨论写作。

2007年。 

16.参加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招标课题《双江口库区集体宗教设施迁建评估》，2007年。 

五、获奖情况 

1.调研报告《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对四川民族与宗教的影响及对策》（合作），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

究成果奖调研报告一等奖；四川省委民族工委调研报告特等奖，2006年。 

2.《四川省散杂居民族工作调研报告》，国家民委优秀调研报告二等奖，2002年。 

3.《长江上游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研究》（合著）四川省政府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2年。 

4.《四川省志·民族志》，四川省政府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2年。 

5.《退耕还林还草与四川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国家民委优秀调研报告奖，2003年。 

6.《四川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现状调查分析与对策研究》，四川省政府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三等奖，2004年。 

7.《“稳藏必先安康”的历史新启示》，四川省政府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4

年。 

8.《凉山罗彝考察报告》（马长寿著），四川省政府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8

年。 

9.《论四川藏族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四川省委宣传部评选为四川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

研讨会论文一等奖，1995年。 

10.《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调研报告》，国家民委优秀调研报告三等奖，2009年；获四川

省民族工作部门政务调研报告特等奖，2008年。 

11.《关于藏区水库移民过程中宗教设施迁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

成果奖调研报告三等奖，2010年。 

12.《多民族和谐共居机制的调查与思考——以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为例》，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

研究成果奖调研报告三等奖，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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