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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海峡两岸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学术研讨会（第一号通知） 

发表日期：2007-01-05 点击次数：1484

 

  

一、背景与意义 

    乡村旅游是广泛利用农业资源和景观、乡村农业经营、乡村民俗风情、乡村文化、农家生活等条

件，通过规划设计和开发利用，为城里人提供观光、旅游、休闲活动的场所，发展具有浓郁乡村特色的

旅游活动。主要包括乡村农业观光游、民俗文化游、休闲度假游、自然生态游等，具有明显的乡村特性

和地方特点。 

    随着全球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城市环境污染，街道交通拥挤，人的生

存空间日趋缩小，加上城里人工作和生活紧张，竞争激烈，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很希望利用节假日离

开城市，到郊区欣赏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进行农业观光旅游，体验农家生活，回归和感悟大自然，达

到郊外观光旅游、休闲度假的目的。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很快，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地的

乡村旅游已初具规模，并且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我国台湾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较早，取得了较好的成功经验可供我们借鉴。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在积极

推进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发展对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展乡村旅游，可以充分开发利用

农村旅游资源，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拓宽农业功能，延长农业产业链，发展农村旅游服务业，促进农

民转移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较好的经济基础。 

    为了加强中国大陆和台湾观光休闲农业、都市型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的经验交流，促进观光休闲农

业、都市型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地理学会

（大陆）与亚洲大学（台湾）等单位密切合作，先后于2002年在北京、2004年在台中、2005年在乌鲁木

齐、2006年在台南召开了第一到第四届“海峡两岸观光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学术研讨会”。今年在台南

研讨会期间，经亚洲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昆明大学三方协商，定于2007年7月在昆

明召开第五届“海峡两岸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是：观光农业、都市农

业、乡村旅游以及新农村建设。届时，除中国大陆有关专家参加作报告外，台湾的多名有关专家也前来

参加会议并作学术报告。会后正式编辑出版第五届“海峡两岸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论文集”。 

云南省地处我国大西南，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丰富多样，又是全国少数民族聚集省区，发展观光休闲农

业和乡村民俗旅游具有十分优越的条件。近年来，云南省观光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已有很快的发展，

涌现出了一些好的典型，取得了较好的经验。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海峡两岸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

学术研讨会，对总结和交流发展经验，推动云南省观光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加快新农村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会议内容 

（一）观光农业与休闲农业 

    1、观光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背景、理念及理论方法 

    2、中国大陆与台湾发展观光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现状、经验和教训 

    3、中国大陆各省区发展观光休闲农业的资源环境、市场条件、发展方向和模式。 



 

    4、观光休闲农业的功能定位、发展规划与区域布局。 

    5、观光休闲农业园区规划设计与园区建设 

    6、观光休闲农业园区的运行机制与经营管理 

    7、观光休闲农业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及问题分析 

（二）乡村旅游、乡村民俗文化旅游 

    1、国内外乡村旅游发展现状特点与趋势 

    2、乡村旅游评价标准与指标体系 

    3、乡村民族风情旅游与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 

    4、乡村“农家乐”发展与提升 

    5、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与民俗旅游村的发展建设 

    6、乡村休闲产业发展和休闲度假村建设布局 

（三）城郊都市农业与旅游农业 

    1、大城市郊区都市农业和旅游农业发展模式与规划 

    2、中国西南高原山区旅游农业发展方向与模式 

（四）农业结构调整与新农村建设 

    1、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的关系 

    2、乡村新社区建设与管理 

    3、新农村建设的模式与效益 

    4、农业结构优化与农民增收 

    5、新农村建设的经验、问题与对策 

（五）乡村景观规划与生态旅游 

    1、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的理论与实践 

    2、乡村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3、乡村生态保护与环境整治 

三、会议时间 

    2007年7月23—29日，其中：会议报到一天，学术报告交流2天，会后专业考察5天：A线：昆明/大

理/丽江（双卧），B线：昆明/版纳(单飞)。 

四、会议规模与费用 

    150人左右，其中中国大陆100人左右，台湾50人左右。 

    会议注册费500元，（包括资料、会议办公费等）；食宿和往返费用自付 

五、会议主办、承办与协办单位 

    主办单位：云南省旅游局、中国地理学会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专业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昆明大学、亚洲大学（台湾） 

    承办单位：昆明大学 

    协办单位：北京地理学会      台湾统茂休闲旅馆集团      

六、论文提交时间 

    为了编好会议论文集，请于今年3月1日前将论文摘要（200-300字）和5月30日前将论文全文（4000-

6000字）以电子邮件形式分别发至： 

rengz@igsnrr.ac.cn（北京）和yangmin@kmu.edu.cn （昆明） 

七、联系人 

杨  敏：云南省昆明市人民西路226号昆明大学旅游系 

邮编：650118   Tel：0871-5344816 

Email：yangmin@kmu.edu.cn，kmyangmin@126.com 

任国柱：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11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邮编：100101      Tel： 010-64889035 

Email：rengz@igsnrr.ac.cn 
 

 

                                                                                     

      中国地理学会    昆明大学 

     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专业委员会          

 

  



 

                                      2006年12月6日 

 

 

会议回执 

注：请于2月1日前通过邮局或用Email将回执寄回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单位名称： 

电话： 传真： E-mail： 

通信地址： 邮编： 

论文题目： 

是否参加考察： 考察线路（打√）：  线路1       线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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