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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求索：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研究所30年历程的回顾与展望，由回顾与展望和集体主要成果简介组成。
回顾与展望主要是对研究所在这30年期间在研究方面、刊物的发展方面、广西宏观学会和学术委员会
工作的开展方面以及为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后勤保障方面进行全面的回顾，并对今后的发展进行
粗线条的描绘。
目的是通过总结成绩，增强我们的信心，展望未来，激发我们的斗志。
由于研究所30年形成的研究成果太多，在这里很难一一进行详细的介绍，只能就一些有代表性的有较
大影响的成果作简单的介绍，把它作为回顾与展望的支撑。
第二部分是研究所成员的回顾总结，包括目前在编的成员、曾经在研究所工作过的成员、离退休人员
，以及目前所有聘用成员。
是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努力工作才有研究所今天的发展，他们每个人都是研究所的主人，也是研究所30
周年纪念的主角。
第三、四部分主要是研究所成立以来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简介和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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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总结 展望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30年历程回顾与展望一、发展沿革概况二、研究
成果丰硕三、刊物越办越好四、学会及学术委工作成绩显著五、工程咨询业务逐步开拓六、行政后勤
保障有力七、展望未来充满希望成员简介与代表作马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我国民族地区的光辉
实践创建文明城市 建设平安南宁章远新关于我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若干思考建设大通道促进大
开放实现新发展冯柳江当前如何看待广西铝工业发展问题有效吸纳境外资金：来宾模式及其实践经验
李朔冬积极发挥南北钦防特色优势经济和文化的作用加快推进广西北部湾区域的繁荣发展积极发挥价
格机制调节作用促进南北钦防特色优势经济发展蒋升湧科学苦求索 红心献南国——记广西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蒋升湧西部开发需要国家加大支持环北部湾应成为新的增长极——在
国家西部开发“十一五”规划座谈会上发言软硬创新高保持需努力——在自治区党委2007年上半年经
济形势分析座谈会发言广西应重视发展热带农业金一飞广西的改革开放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苏西
华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指南——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广西发展粮食方针与战略的探讨罗建奇履行监督检查职责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保证围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完善运行机制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韦坚祥论新时
期广西如何加大农业投入建设广西社会主义新农村相关的几个问题何斌稳步推进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的
思考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与展望丁家玲马青从进化与信息理解传承与创新、文化与文
明王伟漳抓住四个环节做好广西“水”的文章“入世”后广西农业发展构想广西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初
探王菲毛湘东石廷藩关于能源技术经济基本理论的初步探索宁强多彩人生卢斌韧朱永平⋯⋯部分重要
成果简介研究所30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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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经济方面构成具有特色的内容。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制度除了坚持全民所有制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实际包括个体经济在内的多
种经济形式的长期并存；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重要原则。
这些既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体现了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外。
坚持了承认民族差别，照顾民族特点，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社会经济的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基本方
针。
在新宪法中，扩大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主权。
其在经济方面的自治权主要表现在：有权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
事业；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
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
使用；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地方性经济法规；有权根据本地方实际情
况贯彻执行国家的经济法规、经济政策等。
同时，国家还注意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体现。
国家鉴于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基数小，而发达地区经济基础雄厚，基数大，对民族地区实行了许
多特殊政策，如提高了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价格；对一些地方在一定时期内减免税收、征购任务和
贷款利息；给予了财政补贴等。
据统计，1973年至1980年，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支差额补贴累计约289亿元。
1953年至1978年，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达575亿元。
国家在财政预算中每年都拨有少数民族专款，合计每年有8亿到10多亿元。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
”（《邓小平文选》第148，149页）实现四化，是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
。
今后我们的四化建设要越来越倚重于占全国面积63%的民族地区的开发。
我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经济技术比较落后，汉
族地区人口众多，经济技术比较发达，但耕地很少，人口密度趋于饱和。
最近党中央决定20世纪末，21世纪初把我国经济建设重点转移到大西北，大西南。
因此，把汉族较高的经济技术条件同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结合起来，把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同当
地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加强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协作和支援，就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强大国家的重大问题和长远方针，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任务。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向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转移，少数民族的落后的面貌发生根本变化，历史上遗留
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将尽快地被消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相互支持和帮助，已经从实践中总结出了许多好形式
，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国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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