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增长与减贫的非均衡性>>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经济增长与减贫的非均衡性>>

13位ISBN编号：9787509621882

10位ISBN编号：7509621887

出版时间：张平、 李秀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03出版)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增长与减贫的非均衡性>>

作者简介

李秀芬，1979年生，内蒙古赤峰人。
现为西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主讲税法、会计法规和金融会计等课程。
在《地域研究与开发》、《统计与决策》、《科技进步与对策》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现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4项，参与课题10余项。
主要研究方向：企业理论、区域经济管理。
 张平，1977年生，四川仪陇人。
现为西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创业教育教研室主任，ERP实验室主任。
主讲ERP技术的运用、宏观经济学、创业实训等课程。
在《改革》、《人口与经济》、《城市问题》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近三年，主持和参与国家、省部级课题20余项。
主要研究方向：企业理论、发展经济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增长与减贫的非均衡性>>

书籍目录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文献综述 第二节研究背景 第二章西部民族地区贫困状况概述 第一节民族地区贫困
县分布 第二节民族地区贫困总体情况 第三节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主要历程 第三章西部民族地区经济
增长与减贫的非均衡性判断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西部民族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第三节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减贫率的趋势分析 第四章西部民族地区宏观经济政策对减贫的影响 第一节
西部民族地区贫困状况的SST指数分析 第二节减贫率与宏观、微观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第三节产业和
就业结构对收入影响的回归分析 第四节小结 第五章西部民族地区贫困成因对非均衡性的影响分析 第
一节民族地区贫困形成的传统原因 第二节西部民族地区贫困形成的新情况 第三节扶贫重点的动态聚
类分析 第四节基于人口资源视角的西部民族地区贫困状况分析 第六章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移民绩效评
价 第一节迁出地概况 第二节移民人口数量与家庭结构 第三节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绩效评价 第四节结论
及政策启示 第七章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估算与效率 第一节引言 第二节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评价指标体系 第三节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投入省际差异分析 第四节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产出省
际差异测度 第五节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效率的DEA评价 第六节研究结论与对策 第八章西部
民族地区农业女性化减贫效应分析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家庭决策的模型分析 第三节实证分析 第
四节结论与启示 第九章西部民族地区牧区劳动力转移问题分析 第一节农村剩余劳动力测算 第二节劳
动力就业分析 第三节促进劳动力多渠道就业的对策 第十章西部民族地区企业创新能力调查与评价 第
一节西部民族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情况 第二节西部民族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三
节统计结果分析 第四节结论与对策 第十一章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第一节相关研究
文献回顾 第二节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第三节模型的识别与估计结果 第四节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第五节
研究结论 第十二章西部民族地区扶贫政策取向分析 第一节扶贫政策取向重点 第二节扶贫工作方式 第
三节西部民族地区扶贫对策与建议 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增长与减贫的非均衡性>>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000年1月，国家民委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推出兴边富民行动。
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新闻媒体设立兴边富民行动专栏、专版，与香港《大公报》社联合
开展“西部民族地区纪行暨兴边富民行动系列采访活动”，组织记者团赴边境地区采访，组织到边疆
的“三下乡”活动。
这些宣传活动使兴边富民行动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边境地区家喻户晓。
兴边富民行动促进了边境地区的发展，各族群众得到了实惠，亲切地称颂兴边富民行动是中国共产党
的“德政工程”。
 四、扶贫开发新时期（2001年至今） 20世纪末，“八七”计划即将结束，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面临
新的形势和任务。
国家民委于1997年、1998年、1999年开展了几次全国范围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调研，对少数民族
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状况进行摸底调查，研究对策，提出建议。
2000年9月4日，国家民委联合国务院扶贫办在北京召开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座谈会，专题
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工作，提出政策建议并报国务院。
推动了跨世纪的少数民族扶贫开发工作。
2001年，中央召开了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随后，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确定了新世纪扶贫开发的目标、对象、重点和政策措施。
2002年年初，国家取消了国定贫困县，确定了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新确定的重点县全部集中于中西部地区，既说明新世纪扶贫开发的重点在西部地区，也体现了党中央
、国务院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关怀和照顾。
国家在21世纪初出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今后的扶贫开发指明了方向。
 这一时期，发生的主要事件有： 1.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 进入21世纪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国家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
～2010年）》，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快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
伐。
在民族自治地方确定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67个，比“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增加了10个，占全国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总数（592个）的45.1％。
西藏作为特殊片区，74个县（市、区）整体列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2001年6月22日，国家民委下发了《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民委
发[2001]82号）。
《通知》指出，贯彻落实好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是新时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工作
开好头、起好步的关键，也是当前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
各级民委要以这次会议为动力和契机，抓住机遇，奋发进取，扎实工作，努力开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
区扶贫开发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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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增长与减贫的非均衡性:基于西部民族地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提供的研究思路、方法与结论，
能够给从事相关专题研究的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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