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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系列报告”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项目号13@ZH
001）、“社科院创新工程重大专项”。由马骍和陈建樾所共同主编的本卷《中国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宁德畲族聚居区卷）》对21世纪以来福建宁德畲族聚居区的政治
、文化、经济、教育、宗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对其发展作出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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