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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乡村旅游文化学》基于学科构建的视角，阐明了“乡村旅游文化学”作为一门文化学新兴分支
学科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事实和基础；在分析和研判我国乡村旅游及乡村旅游文化发展的沿革、现状与
趋势的基础上，结合旅游学和文化学研究的基本原理，深入剖析了乡村旅游文化学研究的对象、内容
、特征、方法以及学科建设目标等基本问题；并对旅游文化的整合与创新、文化力理论以及可持续发
展理论等乡村旅游文化学基础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和讨论。

　　与此同时，本书对乡村聚落旅游文化、乡村农业旅游文化、乡村民俗旅游文化、乡村旅游形象设
计、乡村旅游文化景观等乡村旅游文化学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重新审视，对其价值、功能、分类体
系、典型特征等与学科构建相关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重点解读；并依据文化区划分的基本原理，结合乡
村旅游文化的独特属性，尝试建立了不同区域尺度的乡村旅游文化区划分指标体系，并对我国和江苏
乡村旅游文化区划分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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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又第一次把可持
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从而使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的接受。
在这一阶段，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与概念之争十分频繁，各种各样的定义不断出现。
但多数可持续发展定义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满足人的
需要，提高人的素质，充分发挥人的潜力和实现人的价值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二是可持续发展的基
本要求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三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重视公平的模式，谋求当代人之间
、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区际之间的公平是理想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以及不同学科通过对其内涵的深入挖掘和外延的进一步拓展，
其理论研究也被相继提出并分别在经济学方向、社会学方向和生态学方向去揭示其内涵与实质。
 自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以来，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入了丰富与发展的阶段，目前全球已有2000个地方政
府针对当地的情况制定了21世纪议程，有100多个国家成立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理事会或类似机构。
世界三大权威机构：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国际环境发展研究所（IIED）、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更是联合声称：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指导原则。
1997年3月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地区的代表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了“里约+5论坛”，一部新的全球
可持续发展合作纲领性文件——《地球宪章》正在制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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