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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感知视角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旅游发展模式研究》是我国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主客”旅游感知及满意度高低是新农村建设中农业旅游目的地发展可持续与否、发展模式选择的关
键依据。

　　《旅游感知视角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旅游发展模式研究》通过对桂、黔、滇三省（区）少数
民族农业旅游资源以及典型特色农业旅游示范点的研究，在分析农业旅游的内涵、新农村建设与可持
续发展的关系基础上，以探索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旅游和谐发展、西部地区农业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
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研究目标，从“主客”感知出发探讨少数民族地区农
业旅游发展优势与瓶颈，并进行农业旅游和新农村发展评价与模式选择，为国内外相关的研究与实践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旅游感知视角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旅游发展模式研究》可供高等院校旅游专业师生和旅游
科研、规划、行业管理人员及旅游景区中高层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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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旅游的吸引力1.“乡村性与农耕文化”的吸引力后工业
社会推动城市居民回归自然，农业旅游兴起是后工业社会渴望回归自然的回馈与响应。
拥有辉煌工业文明的后工业社会正在失去与自然的和谐相依：喧闹的城市环境、快节奏模式化的生活
、大同小异的人造景观和林立的高楼大厦疏远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距离，无奈、紧张、烦躁压迫着
现代人的神经。
钢筋水泥、千篇一律的城市景观无力解救生活在狭小杂乱工作与生活空间中的处于亚健康的城市人，
于是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恬静乡野、田园风光、清新空气、泥土芳香、淳朴民风、清新的绿色食品、
人与自然和谐相伴的生活方式以及保存久远的文化传统则构成了一种强烈的诱惑。
作为人类聚居的最初形态，乡村是聚居文明的发祥地。
代代传承的千年农耕文化、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使乡村成为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展示地，成为人与自
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精神家园。
2.“民族性”的吸引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聚居着壮、瑶、侗、苗等数十个少数民族，是我国少数民族
人口数量最多的区域。
各少数民族在农业生产方式和习俗等方面有明显差异，拥有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包括民间传说、民
间工艺、居住文化、服饰文化、婚嫁习俗、祭祀文化、耕作文化等。
它们因其特有的文化底蕴、奇风异俗、与现代主流社会中心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对外界产生了浓厚
的神秘感，深深吸引着人们去探奇访幽，对希望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境外旅游者更是具有巨大的吸引
力。
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一项重要而宝贵的乡土、本土人文旅游资源，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旅游发展的
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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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感知视角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旅游发展模式研究》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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