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基地：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2023年度工作报告 
一、基地基本情况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由甘肃省省委宣传部

2014 年 11 月份批准设立，是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

基地之一,研究中心依托西北民族大学进行建设。自研究中

心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民族地区尤其是甘肃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研究，向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及各部门提供政策咨询

和发展建议。2023 年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

要思想，紧密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立足

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重点聚焦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民族地区现代化、黄河中上游地区生态

功能区生态修复、西北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等研究领域。 

本基地依托甘肃省重点建设一流学科——民族学、国家

民委重点建设学科——应用经济学等省部级重点学科；依托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兴边富民学自主设立二级学科博士

点，民族学硕士点、工商管理硕士点、金融硕士专业学位、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以及数字经济与管理自主设立二级

学科硕士点等学位授权点，组织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积

极参加基地的调研活动与研究工作，在充分发挥智库作用的

同时，也大力支撑了学校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 

二、研究工作进展及主要成果 

2023年度，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基

地研究人员积极开展研究工作，为各级党和政府部门的重大

决策提供咨询建议。 

（一）成果被采用情况 

2023年度，基地研究人员共有 6项成果被各级党和政府

部门采用，其中，省部级 3项，地厅级 3 项。 

（二）承担项目情况 

2023年，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研究

方向，基地研究人员积极开展各种项目研究，其中，省部级

以上项目 8 项，并有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 项甘肃省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结项。10 万元以上横向项目 3 项。 

（三）内部研究项目 

2023年度，基地依托省委宣传部与学校经费支持，围绕

重点研究方向，共设立三个内部研究项目： 

1.黄河上游地区绿色低碳经济与生态经济体系研究 

2.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经济效应研究—以甘肃

为例 



 

 

3.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 

（四）出版专著 

2023年度，基地研究人员共出版专著 3部，其中，A 类

出版社出版专著 2 部。 

1.《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多重约束及其效应研究》，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11月 

2.《数字金融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年 8

月 

3.《经济金融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中国商务出版

社，2023年 5 月 

（五）发表论文 

2023年度，基地研究人员立足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开展研究，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

中，CSSCI、SSCI、EI源刊论文 10 余篇。 

三、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 

基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立足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主动配

合学校学科调整布局，服务学校学科建设。2023年，基地通

过凝练数字经济与管理、兴边富民两个研究团队，开展有组

织科研活动，支撑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兴边富民学自主

设立二级学科博士点、数字经济与管理自主设立二级学科硕

士点的建设，以及数字经济硕士专业学位的申报；通过设立



 

 

内部项目支撑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区域经济（民族学）

二级学科硕士点、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硕士点以及国际商务硕

士专业学位点的建设。基地相关成果也有力地支撑了公共事

业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硕士点、数字经济硕士专业学位的申

报。 

2023年，通过凝练研究团队、采取以老带新方式，拓展

与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研究机

构的合作，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拓展基地研究人员学术视

野，加强基地研究队伍建设，提升基地整体研究能力。2023

年，基地研究人员有 3 位中青年研究人员晋升为教授，2 位

青年研究人员晋升为副教授。 

2023年，通过吸引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参

与基地的田野调查、数据整理、研究报告撰写等研究活动，

充分发挥基地的人才培养职能。2023 年 6 月，带领 11 位硕

士研究生，赴甘南州临潭县开展“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效”为主题的田野调查活动，7 月

带领 6 位研究生、7 位本科生赴临夏州开展“乡村生态旅游

经济效益提升”为主题的田野调查活动，7 月带领研究生赴

西藏开展“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调研评估”

为主题的田野调查活动。并在经费安排上支持研究生、本科

生的研究活动，2023 年，共有 40 余位同学参与基地研究活

动，其中，研究生主持、完成甘肃省优秀研究生“创新之星”



 

 

项目 1 项，获得学校研究生科研创新奖学金 1 人，1 名研究

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 名研究生获得甘肃省优秀毕业生，获

得第十四届“挑战杯”甘肃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荣获甘肃特等奖 1 项，获得“2023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

赛国际贸易竞赛”全国二等奖、甘肃省金融学会优秀论文三

等奖等省部奖项 20 余项，研究生发表各类论文 14篇。 

2023年，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协助西北民族

大学科研处、经管学部，组织召开以 “创意管理赋能中国

式现代化”为主题的“2023 创意管理与中国式现代化国际学

术研讨会暨第五届国际创意管理专委会年会”，会议旨在丰

富和发展创意管理实践与理论，推进文化创意、创新和创业，

发挥创意产业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重要力量的独特

作用，助力民族地区同步实现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来自中国、加拿大、韩国、

英国、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和中国香港、澳

门、台湾地区等 60 余所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新闻出版行

业、地方文旅集团的百余位中外创意管理领域专家、学者，

以及学校相关单位负责人应邀出席本次学术会议，基地研究

人员共有四人次分别在院长论坛、青年论坛中发表主题演

讲。 

基地研究人员赴银川参加北方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举办

的学术年会，1 位教授做主题演讲，1 位教授参加青年学者



 

 

论坛讨论。另外，基地人员还积极参加第六届中国金融教育

发展论坛、金融期刊联盟 2023 年学术年会等国内重要学术

论坛、2023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年会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青

年论坛等全国性学术会议，三位人员赴澳大利亚参加“第十

一届商业、管理与治理国际会议”。2023 年，累计参加各类

学术会议达 30余人次，有效地拓展了研究人员的学术视野。 

四、基地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与开放运行情况、建设

经费的配套和使用情况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依托西北民族大学经

济学院建设，设有主任一名，秘书一名，负责基地的日常管

理，现有固定办公场所、研讨场所约 50 余平方米，书籍、

杂志 300 余册，能够有效支撑基地的研究工作。在制度建设

方面，以《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

法》为基准，学校制定了《西北民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管理办法》，并以教育部、学校管理办法为基础，

研究中心制定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基地运行

机制》《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管理办法》《吸引学

生参加科学研究活动的管理规定(试行)》等制度为核心的一

系列行政、学术、经费管理制度，基地制度建设较为完善。 

从专业层面，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共 9名委员，其中学

术委员会主任 1 名，委员 8 名。校外委员 8 名，校内委员 1

名。学术委员会采取现场评审和通讯评审两种形式，对内设



 

 

项目进行评审。 

2023年度，省委宣传部划拨经费 5 万元，学校以提升研

究能力项目的形式支持经费 7 万元，截至 12 月底，学校经

费全部执行完毕，主要用于田野调研的差旅费、问卷制作打

印费、学生参与研究的科研劳务费以及外校专家的咨询费等

方面，有力地支撑了基地的日常运行与研究工作的开展。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针对 2022 年度存在的问题，基地有了显著的改进，特

别是各级党和政府部门采用的成果数目显著增多，基地智库

作用得到进一步提升。但仍存在以下亟需改进的问题： 

（一）基地科研团队的建设仍需加强 

基地基于项目研究和学科发展，构建了研究团队，并积

极开展有组织科研活动，使得整体研究能力得到大幅度提

升。但在团队建设过程中，团队研究的优势仍没有得到充分

的发挥，成果也主要以个人成果为主，团队有效合作的机制

仍需要继续摸索、完善。 

（二）社会服务职能有待进一步发挥 

2023年度，基地智库作用得到大幅度提升，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提高。但整体而言，基地社会服务职

能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一方面，表现在与地方企事业单位的

合作有待加强，横向项目的数量、经费仍相对较少，难以充

分发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服务



 

 

职能发挥的形式较为单一，多为田野调查过程中政策的宣讲

以及金融反诈骗宣讲等形式，其他活动相对较少。 

（三）标志性成果的数量较少 

由于科研团队的整体建设仍需改进，团队研究的优势仍

未充分发挥，从而导致基地的标志性成果数量较少，仍未形

成一批具有国内重大影响力的成果。 

针对以上问题，下一年度做好改进工作： 

（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田野调查

为基础，加强田野调查团队的建设，提升团队研究能力。充

分发挥本基地田野调查的研究优势与研究特色，从经费支

持、调研便利等方面，支持开展有组织的田野调查活动，针

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持续性调查活动，

以稳定田野调查团队的合作，提升团队研究优势。 

（二）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社会服务活动，提升社会服

务能力的同时，增强地方企事业单位的项目合作，重点突破

横向项目合作。 

（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于民族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以团队为主体的持续性研究，争

取形成一批影响力较大的标准性成果。 

六、基地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一）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研究。基地



 

 

将加强与校内外研究专家的合作，提升研究人员对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问题的理论研究能力，通过开展项目

合作，引入校内外优秀专家与中心人员开展深层次合作，提

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同时，

在民族地区开展调研活动时，采取多种形式，扎实推进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从理论研究与实践两个方面有效服务服

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二）在重视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强化成果的应用

性，多种措施鼓励研究人员开展咨政报告、要报等成果形式

的研究，提高基地咨政建言能力，提升基地的智库作用。     

（三）2024 年 3月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及研究人员研讨

会，以确定 2024年度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重点。 

（四）集中利用暑期黄金时段，组织 2-3 个团队，开展

田野调查活动，鼓励研究人员参加全国民族工作优秀调研报

告的评选，以及向各级党和政府部门提交调研报告和咨政报

告，充分发挥基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服务党的民族工作、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库作用。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社科类平台 2023 年度工作统计

表 

 

基地名称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队伍 

专职研究人员（人数） 兼职研究人员（人数） 

25 10 

学科发展与 

人才培养 

依托学科 1 依托学科 2 依托学科 3 

经济学 民族学 工商管理 

博士生研究所培养 硕士研究生培养 联合培养研究生       

毕业（人数） 在读（人数） 毕业（人数） 在读（人数） 毕业（人数） 在读（人数） 

 2 45    

教学成果奖 

（项） 

省部级精品课程 

（门） 

其他 

国家级 省部级 校级 国家级 省部级 校级 类别/级别 数量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课题

类别 

国家级项目 省部级项目 

国家

级重

大类

项目 

国家

重点

类项

目 

国家

社科

项目 

其它重

要的国

家级项

目 

合

计 

教育部

人文社

科项目 

省社

科项

目 

其它省

部级项

目 

合

计 

数量   1    1 6 8 

经费   20    2 35 57 

论 文

（篇） 

CSSCI（核心版） CSSCI（扩展版） 中文核心 其他 合计 

6  10 3 19 

著作 

（部） 

A 类出版社 B 类出版社 其他 合计 

2 1  3 

获奖 

（项） 

国家级 省部级 地厅级及其他 合计 

    



 

 

咨询

报告

及其

他 

被国务院采纳或得到

党和国家领导人肯定

性批示 

被省部级党、政机关采纳或

得到省部级主要领导肯定性

批示 

被地市州级

党委政府被

采纳 

其

他 

合

计 

 3 3  6 

学术交流 

国际学术会议 国内学术会议 

合计 

主办（场） 参加（人次） 主办（场） 参加（人次） 

 3  15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