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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民族研究所2011年科研工作情况 

一、获奖情况： 

1.集体荣誉奖项：3项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获省妇联“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 

所工会财务荣获省直机关工会一等奖； 

所工会获“职工之家”称号； 

2.优秀成果奖项：9项 

《关于四川藏区草原建设、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调研报告》（合作），分别荣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

研究成果调研报告二等奖（2011年）和省民委2010年度民族工作部门政务调研报告特等奖； 

《四川省牧区双语教育情况调研报告》（合作）获国家民委调研报告三等奖； 

《民族文化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获四川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李星星论藏彝走廊》获四川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民国藏事通鉴》（与西北民族大学合作完成）获国家民委第二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治水必先治源 源涵深则惠泽长——四川民族地区生态与我国自然灾害的调研与思考》获省民委

2010年度调研报告特等奖； 

《关于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现状的调研》获省民委2010年度调研报告一等奖； 

《凉山州安宁河谷发展情况调查报告》（与凉山州民族研究所合作）获省民委2010年度调研报告三

等奖； 

《选拔与培养并重，全面提高女干部队伍素质》获四川省妇女理论研究成果三等奖。 

3.其他奖项：2项 

李星星获四川省政府批准列入四川省第九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中国共产党与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研究》获省民委党建90周年理论征文一等奖； 

《在感恩中奋进》，获省民委读书征文活动二等奖。 

 

二、新立项课题：5项 

《牧民定居点管理研究》，国家民委课题； 

《对以地区照顾政策取代民族照顾政策学术思潮的研究》，国家民委课题； 

《藏彝走廊回藏和谐民族关系研究》（与西南民大联合申请，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四川高寒草原牧民反贫困的对策研究》，福特基金课题； 

《震后羌族地区自发移民的适应性研究》，西南民族大学羌学中心重点课题等。 

三、在研课题:26项（其中主持的18项，参与研究的8项） 



1、国家社科基金课题：6项 

《尔苏藏族历史与文化研究——藏彝走廊小族群研究》（主持，西部项目）； 

《藏彝走廊民族文化生态空间特征研究》（主持）； 

《藏彝走廊：多民族和谐共居问题研究》（主持）； 

《“5·12”震后羌族移民文化变迁及心理调适研究》（主持）； 

《藏彝走廊的本波朵玛文化研究》（参与）； 

《藏族农牧民人权享有的微观实证研究》（参与）； 

2、国家民委课题项目：3项 

《金融危机和西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主持）； 

《四川少数民族基本情况调查》（主持）； 

《民族地区“十二五”规划社会事业重点工程研究》（参加）。 

3、省社科基金项目：1项 

《四川藏区广播电视发展与对策研究》（参与）。 

4、福特基金项目：1项 

《四川高寒草原产业与可持续发展》（主持）。 

5、国际合作课题：1项 

《震后羌族文化保护调查》（中日合作）。 

6、其他课题和项目：16项 

（1）其他课题：11项 

《四川省志·民族志》（主持）； 

《羌族研究文献集成》（主持）； 

《话说中国·中华民族·藏族卷》（主持）； 

《成都市藏族移民与文化互动调查》（主持）； 

《交流、互动、发展：全球视野中的西南各少数民族》（主编）； 

《四川省志·哲学社会科学志》（参与）； 

“羌族文化抢救保护工程”课题《羌族非遗传承人纪实录》（参与）； 

《四川藏区史》（参与）； 

《四川省地理省情监测技术应用研究——地震核心灾区民族分布动态监测系统》（参与）； 

《跨越式发展背景下西藏战略性支撑产业的发展政策与对策》（参与）。 

《中国牧区制度创新研究》（参与） 

（2）艾滋病防治项目：5项 

①主持完成了国家民委防治项目《昭觉县地膜乡艾滋病女性感染者及感染者配偶健康教育》； 

②主持完成了与凉山原野艾滋病防控协会合作申请的2010年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项目《建立西

昌市高危人群艾滋病防治模式试点》和《西昌市网吧青少年艾滋病防治行功干预》； 

③主持并完成了国家民委下达的国务院防艾办项目，及时编印了彝汉双语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手册

《彝族农村妇女健康知识读本》； 

④主持并完成了国家民委防艾项目《藏区农村妇女健康知识手册》藏汉双语宣传手册和彝语光碟

《妈妈的眼泪》等； 

⑤主持2011年学会与攀枝花市康乐咨询服务中心合作的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项目《对攀枝花市

民族杂居地的“城中村”抵挡商业性工作者干预》。 

四、《格萨尔》及藏文典籍整理工作 

整理完成《格萨尔王传》之“姜岭大战”、“丹玛青稞宗”等故事； 

完成藏文典籍《菩巴金刚》的书目编写、结尾短文撰写和内部刊印； 

完成《菩提心实践》的注释词语； 

完成《根桑仁珍活佛传》的校对工作。 

五、学术成果 



（一）发表论文:19篇 

1.《卡布阿乌：嘉绒藏族老人超越家屋的权威》，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2.《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协调的新生活》，载《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11年9月； 

3.《多元开放共享——公共文化服务的未来》，载《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11年12月。 

4.《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实践探索研究》（合作）入选四川省人民政府研究室主编《四

川省2010年度政务调研成果选编》，2011年出版。 

5.《尔苏、多续藏族研究及其关系辩析》，载《中国藏学》2011年第3期； 

6.《多续藏族的地方性知识》，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7.《送魂：民族学视野中的“二次葬”习俗——从民族志材料看“二次葬”的定义及原因》，载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8.《城市民族工作的区域性特点——以成都市为例》（合作），载《“五化”背景下的民族问题研

讨会》论文集（原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9.《农牧兼营体系与青藏高原草原可持续利用》，发表于贵州凯里学院《原生态文化》杂志;  

10.《以则尔山为中心的尔苏藏族地方社会》，载《中华文化论坛》2011年第2期； 

11.《彝族历史运动述略》，载《凉山民族研究》2010年总第二十期（2011年出版）； 

12.《文本沙漠  情感绿洲》，载《凉山民族研究》2010年1期（2011年出版）； 

13. 《硗碛嘉绒藏族“绒巴切列”唱词中的知识体系》，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4.《浅谈灾后重建的羌文化保护》，载《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4期； 

15.《葛维汉在中国的学术史》（合著），载论文集《Explorers or Scientists——IN CHINA’S 

BORDERLANDS,1880-1950》，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 

16.《试论藏彝走廊“夷”类人群入唐后的去向问题》，载《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 

17.《青藏高原碉楼的传说与民俗事象》（合作），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18.《藏区唯一的女活佛嘛季拉卓传》，载“纪念藏文学校建校30周年”《教师选集》，四川民族

出版社2011年版； 

19.《论民族服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凉山彝族服饰为例》，载《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2011年第5期。 

（二）出版著作：2本 

《格萨尔·木里掘金招福记》（上下册）藏文版；该书入选藏区农村书屋。 

（三）提交的调研报告：4份 

《四川藏区草原建设、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调研报告》； 

《金融危机和西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 

《关于建立川西北高寒草原政策支系体系研究的报告》（报省政府政策研究室）； 

《关于凉山州西昌市东河上游外来人群居住点彝族适龄儿童未入学情况调查》（提交四川省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 

六、评审工作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结题等）：59项； 

省社科项目：40项； 

省民委调研报告：78份； 

其他省级部门：1份。 

地方志、部门志：审读《德阳市志》、《广安市志》、《乐山市志》、《自贡市志》《成都市丝

绸志》、《四川省志·工会志》、《四川省志·税务志》、《四川省志·川酒志》、《四川省志·

地矿勘查志》地方志、部门志共12部 

审读、校对2011年1-4期《民族》杂志（藏文版） 

其他评审方面：电影剧本3部，电视连续剧本1部（共33集），均写出评审意见。参与《汶川县城

文化规划创意设计书》、《金川县观音桥风景名胜规划》、《成都国际非遗展览设计方案》等的评

审，中国皮影博物馆藏品鉴定等。 

七、学习培训、教学、人才培养等工作 



1、多层次、多角度地培养人才： 

①省直机关党校第59期处级班1人次； 

②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会中青年研修班学习2人次； 

③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第四期民族问题研究骨干培训班1人次； 

④省委党校第十三期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训班1人次； 

⑤所里一名科研人员继续在川大的博士学位学习。 

2、教学方面： 

①为省委统战部“高校统战部长培训班”授课1次；为武警四川总队高原应急队讲授“民族政策”1

次。 

②我所科研人员继续在川大、西南民大等高校和四川省社科院开设讲座和教学，先后为民族学、民

俗学、民族史、考古和博物馆等专业的学生讲授《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理论与方法》、《中国少数民

族社会与文化》、《文化遗产与旅游》等课程。同时作为川大、西南民大的客座教授，袁晓文、李

锦、李星星等研究人员带有研究生16 名，他们严格按照教育部规定的高校的教学计划，按时为研

究生上课，进行学业和田野考察的指导。除此以外，我所李星星研究员还受到邀请，先后为复旦大

学哲学及历史地理学院、三峡大学武陵民族研究院等做学术讲座，均受到好评。 

③袁晓文、李锦、李星星被聘为川大、西南民大的硕士、博士答辩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参与民族经

济学、专门史、民俗学、民族学、民族史、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硕士、博士论文评阅和答辩，以及

西南民大民俗学、民族经济、民族学博士生的开题论证工作。 

八、学术交流 

1、筹办的会议有： 

①成功筹办了“中国西南民族学会会长会议”、“四川民族学界新春工作座谈会”、“中国人类学

民族学研究会年会：人类学民族学视野中的藏族及周边民族研讨会”、“话说中国·中华民族·藏

族卷”作者讨论会； 

先后与与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

学、中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科

研院所、大学进行了学术交流。国际与地区交流方面，先后与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