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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的科研成果 

李 锦 

一、论文 

1.《坚持平等发展 实现共同繁荣》，《广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2.《论藏族文化史的分期》（合著），《中国藏学》1995年第1期 

3.《中国少数民族茶文化论要》（合著），《贵州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 

4.《凉山——西部经济的增长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 

5.《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个体私营经济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6.《四川民族地区经济跨世纪发展的思考》（合著），（上、中、下）《四川经济日报》1998年6

月1日、8日、15日连载 

7.《政府角色的转换——凉山州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之我见》（合著），《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

年增刊 

8.《西南民族问题特征与邓小平民族理论基础》（合著），《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 

9.《四川藏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研究》（合著），《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 

10.《西南民族问题特征和邓小平民族理论基础》（合著），《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11.《甘孜藏族自治州汉族源流》（合著），《汉族地域文化研究》论文集，广西大学出版社1999

年11月 

12.《甲科村的启示——川西牧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合著）， 《天府新论》2000年

增刊 

13.《都江堰的城市扩张方式与城市化道路选择》（合著），《农村经济》2000年第12期 

14.《藏区反贫困机制的选择与创新》（合著），《民族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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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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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四川藏区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链接》，《天府新论》2001年第4期 

18.《长江上游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系统》（合著），《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6期 

19.《阿坝州的生态变迁和生态重建》，《环保与人文智慧》，台湾光启文化事业发行2001年 

20.《西部大开发中四川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合著），《走进西部》，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1年 

21.《2002年四川藏区经济分析与预测》（合著），《2002年四川经济展望》，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年11月 

22.《云南四川藏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区林业的可持续管理》，《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23.《建立民族地区生态资源产业的理论探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2期 

24.《民族生态文化的构建——以香格里拉为例》，《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25.《认真落实“三个代表”，以安康促进藏区稳定》，《四川经济日报》，2002年12月28、29日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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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金沙江流域的生态变迁》，《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1期 

28.《李绍明先生访谈录》，《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3年 

29.《四川民族地区生态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理论探讨》，《亚洲民族论坛》，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



年11月 

30.《聚落生态系统变迁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思想战线》2004年第1期 

31.《宗教传播的适应与变革——评《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中华文化论坛》

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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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四川民族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可持续性研究》（合著），《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12期 

34.《在发展中维护民族文化生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35.《依托攀西优势资源，突破快速增长临界点》，《四川省情》2005年第7期 

36.《公共品供给：西藏农牧民增收的社区环境改善》，《中国藏学》，2006年第3期 

37.《立足水电 调整结构 建立循环经济产业链——四川民族地区工业发展之路》，《四川省情》

2006年第4期 

38.《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水电业》，《藏彝走廊东部族群互动与发展》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

社2006年4月 

39.《岷江上游城镇功能变迁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方铁、何星亮主编，《民族文化与全球化》论

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7月 

40.《四川民族教育的传统性与现代性问题》（合著），方铁、何星亮主编，《民族文化与全球

化》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7月 

41.《岷江上游城镇的成长性分析》，《阿坝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 

42.《横断山区生态移民的模式分析》，《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43.《四川民族地区职业技术教育的目标设定和成本分摊》，《四川省情》2007年第4期 

44.《横断山区生态移民的风险和对策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45.《四川民族地区的农业发展之路》，《四川省情》2008年第4期 

46.《制度变革与藏彝走廊人群迁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0期 

47.《空间——藏彝走廊研究的新视野》（合著），《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48.《民族学家李绍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49.《现代教育对“纳日”母系文化的重构》，张波主编，《丽江民族研究》第一辑，云南民族出

版社2007年6月 

50.《四川藏区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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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民族文化的盛宴——从“藏彝走廊看文化多样性的共存与发展”》（合著），《民族画报》

2008年第5期 

二、著作 

1.蓝宇翔、周锡银主编《四川少数民族红军传》(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2.李星星等《凉山——大西南开发的制高点》(合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4月 

3.朱洪明、周锡银主编《邓小平民族理论与实践》(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4.李锦等著《西部生态经济建设》(合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1月 

5.欧泽高、冉光荣主编《四川藏区开发之路》(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6.袁本朴主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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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7.李锦著《羌笛新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8.《四川省志·民族志》（合著），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 

9.冉光荣主编《西部开发中西藏及其他藏区特殊性研究》(合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10.四川省委宣传部外宣办主编《四川藏区》(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11.袁晓文主编，杨健吾、李锦副主编《四川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现状调查分析与对策研究》(合

著)，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12月 

12.郎维伟主编《邓小平与西南少数民族》(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13.格勒主编，秦和平、李锦副主编《拉萨十年变迁》(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1月 

14.李星星、冯敏、李锦著《长江上游四川横断山区生态移民研究》(合著)，（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年12月 

15.《羌族百年实录》(合著) 

16.四川省民委编《四川省党政干部民族知识读本》(合著)，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年8月 

17.李锦著《民族文化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对泸沽湖和香格里拉的研究》，（北京）民族出版



社2008年9月 

18.李星星、冯敏、李锦等著《长江上游横断山区生态移民研究》(合著)，（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年12月 

19.庄万禄主编《四川民族地区水电工程移民政策研究》(合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10月 

三、调研报告 

1.《长江上游地区天然林保护若干重大经济问题对策研究》，1999年 

2.《四川省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的研究报告》，1999年 

3.《稳藏必先安康”的历史新启示》，2001年 

4.《关于加快四川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对策建议》，2001年 

5.《四川民族地区生态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对策建议》，2002年 

6.《成都乐山雅安散杂居民族工作报告》，2002年 

7.《四川省散杂居民族工作调研报告（总报告）》，2002年 

8.《关于当前民族政策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的对策建议》，2003年 

9.《四川民族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可持续性研究》，2003年 

10.《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对策研究》，2003年 

11.《区域成本差异对西藏经济发展的影响》，2003年 

12.《关于四川民族地区科技人才的政策建议》，2004年 

13.《三峡库区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2005年 

14.《雅安市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调查研究及十一五规划》，2005年 

15.《四川民族地区人才十一五规划的建议》，2005年 

16.《四川民族地区水电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2006年 

17.《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对四川民族宗教的影响》，2006年 

18.《四川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对策研究》，2007年 

19.《甘孜州稳定与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2007年 

20.《甘孜州资源开发中的利益调整问题研究》，2007 

21.《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08年 

22.《运用财政手段，保障四川藏区长治久安》，2008年 

23.《川甘滇藏区扶贫综合效益研究》，1997年 

四、整理编辑 

1.马长寿遗著《凉山罗彝考察报告》，巴蜀书社2006年5月 

2.罗运达编《木里县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3月 

3.马长寿主编《凉山美姑九口乡社会历史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 

五、省部级奖励 

1.《邓小平民族理论与实践》，四川省第九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