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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西北五省区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旅游资源类型具有关联度大、互补性强的优势，完全有可能
成为实现西北五省区跨越式发展的桥梁和纽带。
目前，西北五省区总体发展水平很低，形成了旅游资源“大区、富区”，旅游开发“小区”，旅游经
济“弱区”的现状。

《西北丝绸之路五省跨区域旅游合作开发战略研究》论证了西北五省区如何进行跨区域合作开发，提
升旅游综合竞争力，着重打造“西北丝绸之路黄金旅游带”世界品牌，构建“大丝路”格局、大西北
旅游圈、西北大通道及西北跨区域旅游立体网络：运用区域旅游合作开发理念将理论探讨与实际调研
相结合，阐释和梳理了西北五省区旅游业合作开发的思路和经济规律。
《西北丝绸之路五省跨区域旅游合作开发战略研究》主题突出、内容翔实、新颖丰富、信息量大、多
角度、多视野，其研究范围不仅符合国家和西北五省区确定的旅游重点发展领域及发展方向，而且紧
密结合西北五省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是一部关于中国跨区域旅游合作开发创新发展的学术力作
。

《西北丝绸之路五省跨区域旅游合作开发战略研究》可供政府管理人员，旅游企业相关从业人员，以
及经济、历史、文化、城市规划、人文、自然地理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及高校师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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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定边人，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旅游区域经济和管理研究。
1992年获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学士学位，1999年获兰州大学历史学（国际文化交流专业）硕士学位
，2010年进入兰州大学（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荣获2009年甘肃省政府、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领军人才”称号2009年教育部多媒体课件大赛三等
奖，第十一届、第十届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2010年甘肃省教育厅高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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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班主任（2011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2008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2项、地厅级项
目（甘肃省教育厅、发改委等）5项；主编教材1部（《中国西部旅游资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在《新华文摘》、《光明日报》、《经济地理》、《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地域研究与开发
》、《贵州社会科学》、《新疆社会科学》、《宁夏社会科学》、《干旱区资源与环境》、《开发研
究》、《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等报刊发表论文4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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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北地区通称“大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三省二区，面积311.62万平方公
里。
由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所组成的中国西北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32.20%，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所划分的七大经济区域
中土地面积最广、人口数量最少的一区。
西北区地理上包括黄土高原西部、渭河平原、河西走廊、青藏高原北部、内蒙古高原西部和柴达木盆
地。
这里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拥有极其丰富的资源。
西北区地处我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上，各种地理因素加上独特的气候条件使西北区形成各种奇异的地
貌景观。
①该区高山、雪峰、大漠、戈壁、高湖、草场紧密相连的特种自然景观独具风格，呈现出神秘、粗犷
、奇异的特点。
这里曾孕育产生了古老的历史文明，留下了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保存着古代通往中亚和西方的
“丝绸之路”遗迹，众多的宗教圣地，意趣浓郁的民族风情，能歌善舞的民族文化和豪爽好客的民族
性格，无不呈现出诱人的风姿。
　　西北五省区拥有多种类型的自然风光资源，基本涵盖了西部所有资源类型，保存有著名的“丝绸
之路”和世界闻名的全国最丰富、最发达的石窟艺术宝库，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北五省区拥有灿烂的历
史文化遗产和奇特的自然景观，已有世界文化遗产，如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敦煌莫高窟、长城；已
有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如新疆“木卡姆”；已被列人中国世界遗产预备清单的有西安碑林、西安
古城墙、汉长安古城遗址、唐大明宫遗址、以雄险著称天下的西岳华山风景名胜区、麦积山风景名胜
区及丝绸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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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北丝绸地区，其行政范围包括陕西省、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五省
区。
该区域主题形象鲜明突出，地域相连，山水相接，资源丰富互补、比较优势鲜明，客观上具备旅游区
域协作、联动开发的坚实基础，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在国际旅游市场上有品牌知名度的旅游经济区。
南宇编写的《西北丝绸之路五省区跨区域旅游合作开发战略研究》内容丰富，信息量大，重点突出，
概括了五省旅游的方方面面，可以较快的了解各省旅游的概况、发展、历史和现状，能体现五省旅游
资源的特色和吸引力，可作为各类旅游人才提高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理论专著。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北丝绸之路五省区跨区域旅游合作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