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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成果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2011年科研工

作情况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2010年至2011

年上半年科研项目
 

·袁晓文的科研成果  

·李锦的科研成果  

·罗凉昭的科研成果  

·李星星的科研成果  

·耿静的科研成果  

·张朴的科研成果  

·尚云川的科研成果  

·张利的科研成果  

·多吉的科研成果  

·木兰科研成果  

·刘俊波的科研成果  

·陈东的科研成果  

·李绍明的科研成果  

·周锡银的科研成果  

·伍精忠的科研成果  

·马明的科研成果  

·周明禄的科研成果  

·陈明芳的科研成果  

 

李星星的科研成果 

李星星 

一、论文 

1.《民族地区建立大工业城市的反思》（合），《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2.《“两线一片”的开放新态势—兼论出海通道对攀西开发的意义》，《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

年第1期 

3.《闰盐古道》，《巴蜀文化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 

4.《土家与客家》，《四川客家研究通讯》第2辑，1999年 

5.《西部开发在民族地区面临的挑战》，《走进西部》，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9月 

6.《么些闰盐古道今昔》（合），《玉振金声探东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6月 

7.《牦牛文化及“邛笼”新释》，《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增刊 

8.《黔江地区的河川交通及商品经济的历史》，《四川的传统文化及生活技术》，日本东京庆友社

2003年3月 

9.《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1期 

10.《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续），《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 

11.《谈发展民俗旅游的理念》，《白马藏族文化与旅游发展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9月 

12.《论“二纵三横”的“民族走廊”格局》，《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 

13.《论藏彝走廊》，《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 

14.《粟（小米农业）经长江上游南传的途径与方式》，《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15.《土家与客家》（修改本），《四川移民与客家文化学术研讨论文集》，四川天地出版社2005

年10月 

16.《藏彝走廊东部的地理态势与人文特点》，《藏彝走廊东部边缘族群互动与发展——平武县各

民族历史、文化、民族关系及民族政策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3月 

17.《藏彝走廊本波文化带概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8.《南方丝路与尔苏藏族先民》，《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增刊 

19.《妈妈给的石头：对于藏彝走廊小族群“什巴－觉”崇拜的观察与思考》（讲演稿），入王铭

铭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0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6月 

二、专著 

1.《扩张与交往—区域历史文化简论》（合），巴蜀书社1989年6月 

2.《川东酉水土家》（合），成都出版社1993年9月 

3.《曲折的回归—四川酉水土家文化考察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年10月 

4.《攀西裂谷上的生长点—攀枝花经济辐射及民族关系》（合），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年2月 

5.《凉山─大西南开发的制高点》（合），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7月 

6.《新世纪的挑战—四川民族地区文化变迁的田野考察和研究》（合），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3

月 

7.《长江上游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研究》（合），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8.《川藏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及社会文化变迁》（合），2002年底结题（待出版） 

9.《长江上游四川横断山区生态移民研究》（合），（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 

10.《蟹螺藏族——民族学田野调查及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11月 

11.《蟹螺藏族图录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11月 

12.《李星星论藏彝走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6月 



三、调研报告 

1.《康定县瓦泽村经济调查》，《民族论丛》第六辑1988年 

2.《四川藏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民族论丛》第九辑1991年 

3.《四川藏区的林业问题及政策要求》，《民族论丛》第九辑1991年 

4.《调整四川藏区政策的意见》，《民族论丛》第九辑1991年 

5.《关于调整四川藏区政策的研究报告》（合），1991年 

6.《西南山地民族迁移问题—关于高山彝族下迁的建议》，《理论文稿》1992年第3、4期 

7.《木里、盐源、巴塘等地纳西族的历史与现状》，《四川民族史志》1993年第3期 

8.《川滇边“纳日”人族称问题的由来与现状》，《民族研究动态》1994年第1期 

9.《西昌黄联客家社区调查》，《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 

10.《盐边大村纳恒人考察》，《四川纳西族与纳文化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2月 

四、获奖情况 

1.《关于调整四川藏区政策的研究报告》，四川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992 

2.《川东酉水土家》，四川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994 

3.《攀西裂谷上的生长点——攀枝花经济辐射及民族关系》，四川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三等奖，1996 

4.《凉山——大西南开发的制高点》，四川省第九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0年 

5.《长江上游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研究》，四川省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 

6.《蟹螺藏族》，四川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2008年 

7.《达州市宣汉县土家族调查报告》，全省民族工作部门政务调研报告特等奖，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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