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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介绍国内外乡村景观的研究概况，阐述中国不同学科领域对乡村景观概念的界定，并简要总结近年中国乡村景观

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乡村景观研究的现状，指出应制定乡村景观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多学科的

交融，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乡村景观研究领域，最后强调了乡村景观演变研究的重要性，以此作为今后乡村景观研

究和发展的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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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Thought on the Rural Landscape Research in China

Abstract: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study of rural landscape was described at home and abroad, and from 
different areas the concept of rural landscape was discussed in China. Then the main recent research 
content of rural landscape was summarized.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author analyzed and reflected on 
present status seriously.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rural landscape should be 
formulated, blending multidisciplinary be strengthened, and research fields be expanded and 
deepened. Finally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rural landscape evolution was emphasized, as the key 
fields of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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