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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韦安多编著的《木里藏族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一书全面细致地介绍了木里藏族族源和藏传佛教的
历史渊源和特殊地位。
同时对木里藏族的自然、人文、建筑、文化艺术也进行了深入探索与研究，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
学、民族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科学的分析，客观地剖析木里历朝历代的经济支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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