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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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延中和丁赛共同主编的《中国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调查报告（2013年调查问卷分析南方卷）》一书为系列之一。《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西南卷）》围绕了调查地点及受访者基本情况、调查家庭的经济情况、工作就业情况
、民族文化与教育、社会生活状况、政策评价、民族关系等方面展开，并根据不同调研
地点的地方特色和热点现实问题在内容上呈现不同的侧重。本书的内容对于准确掌握我
国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基本情况，以及当地民族、宗
教等政策的落实和系统总结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验、研究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也为以后开展深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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