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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闵文义等编著的《西部民族牧区城镇化模式研究——以畜牧业产业化链条信息化建设为支撑的城镇化
》从经济学角度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特别是民族牧区探索并实践的“城镇化”发展道路进行了研究，
本书分上下两编，共约30万字。
上编是课题研究总报告，共分为九章；下编为个案研究，是课题研究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
在使用一般城镇化理论的同时，还注重相关理论与我国城镇化实践的适应性研究，并对相关问题进行
了思考。
如在研究报告中，援引了“人口城镇化”相关理论，对我国西部地区民族人口的城镇化问题进行了研
究，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在民族地区人口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了“民族人口城市化计量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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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文义，男，藏族，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甘肃省理论界“拔尖创新”人才。
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高校学报优秀编辑、优秀主编。
现任北方民族大学副校长，并担任“中国少数民族史”硕士学科点负责人，研究方向为民族经济与民
族地区可持续发展。
主持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民族牧区城镇化模式研究——以畜牧业产业化链条、信息化建设
为支撑的城镇化”。
参与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殊性及对策体系研究”研究
工作。
在各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科研成果曾荣获甘肃省人民政府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1次、优秀奖3次，国家民委社科成果三等奖1次，
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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