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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鉴于沿边开放战略对我国沿边地区空间地理的深远影响，本书以我国的沿边开放与区位演变为现实背
景，分析影响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各层次发展政策，并探讨这片区域的发展态势，以期为滇西边
境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照，因此，在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现实背景下，
该书的出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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