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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in terraces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in China
YANG Cuixia1, WEI Wei2*, LIU Bin1

（1. School of Art & Design, Dal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Dalian 116034,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5,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hotspots and trends in the cultural services offered by terraced ecosystems in China, 1 403 piece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the CNKI database from 2001 to 2020 were examined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They a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to discuss the research status, progress, and hotspots in this fiel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number of papers presented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involving multi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oncerning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new
liberal arts.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hotspots had three stages, characteristic of slow development, rapid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and optimal development. Thes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national policies and discipline development. The discussion of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s, such as cultural diversity of terraced fields,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erraced field cultural services, and value evaluation are
discussed in depth. The research trend shifted from early rice-farming culture and terraces culture to the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of terrace
ecosystem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Overall, m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regarding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erraces. Reviewing and organizing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core issues is recommended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services of terraced cultural ecosystem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words：terraces;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cultural service; hotspots analysis; trend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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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是全球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探讨国内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研究热

点和发展态势，本研究利用CiteSpace软件，以CNKI数据库中我国 2001—2020年 1 403篇与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相关的文

献为研究对象，讨论其研究现状、进展和热点。结果表明，发文量整体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涉及新工科、新文科等多学科交叉领

域研究。研究热点演化具有缓慢发展、快速发展、提升和优化发展的 3个阶段性特征，并与国家相关政策及学科发展等有很大关

联。梯田文化多样性、服务管理与应用、价值评估等宏观与微观研究主题讨论不断深化，研究态势从早期相对独立的稻作文化和

梯田文化，转变为赋能乡村振兴的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同时梯田可持续管理的研究力度有所加大。本研究回顾和梳理

了我国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研究进展与核心议题，以期为该领域研究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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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生

存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可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

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四个类别[1]。其中文化服务是

指人们以精神满足、认知发展、休闲娱乐、审美体验等

方式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非物质益处[1-2]。梯田作为

古老农耕文明和人类智慧的重要象征与载体，在全球

许多国家和地区均有大量分布，形成了壮丽独特、多

姿多彩的农业文化景观，许多古老梯田已成为知名旅

游胜地以及世界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3]。梯田是一类特殊的农业生态系统，其文化服务

是指以农业生产为核心，通过对山地自然环境资源、

物质文化资源的创造与利用形成的一种自然与人文

耦合的生态系统服务[3-4]。它不仅为实现生态宜居和

助力生活富裕提供了基础，也是促进乡风文明和推动

治理有效的载体之一。这也是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

化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软实力体现。我国农

耕文明历史悠久，山地梯田类型多样而复杂。目前，

云南南部、福建中部、湖南中西部、江西西南部、广西

东南部各有 1处梯田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云

南南部 1处梯田入选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湖南中西部

1处梯田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河北西南部和浙江

西南部各有1处梯田入选国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

国梯田在全球梯田中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相关学者

多对梯田农业与森林等生态系统，以及农耕文化、聚

落、风俗等文化景观具体内容进行研究[3-8]，但鲜少对

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进行综合性文献分析。

因此，本研究使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对国

内CNKI库的文献进行综合分析，探讨国内梯田农业生

态系统文化服务领域的研究现状、发展脉络、研究前沿

热点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这对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

服务研究与实施以及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

考和借鉴意义。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运用经典专业文献分析工具 CiteSpace[9]

进行统计分析，设置时间切片为 2000—2020年，每切

片为 1 年。以关键词和被引文献为节点类型，选择

Top N=20数据作为每个时间切片内的阈值，利用寻

径网路算法绘制知识图谱。以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

化服务为研究视角，本研究选取CNKI的期刊、会议论

文和硕博论文数据库中的文献源作为核心样本数据，

以“梯田”并含“文化”或“服务”为主题词，时间选取为

2001—2020年，精确检索后筛选剔除书评、新闻报道

等非研究文献，去除重复记录及契合度不高的文献，

最终保留1 403篇有效文献。

2 结果与讨论

2.1 文献产出分析

对各年份的发文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我国梯

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研究整体处于波动上升状

态，2001—2008年缓慢上升，2015—2016年增速尤为

明显（图 1）。2003年前后相关研究开始出现并逐年

增加，自 2011年开始文献量年增幅加大，并在 2019年

达到最高值。这与我国梯田相关乡村经济、文化服务

的发展与政策实施紧密相关。2007年哈尼梯田成为

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并在 2010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

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3年又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2018年南方

稻作梯田系统（广西、福建、江西和湖南）被列入“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同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实施，这些都极

大地促进了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相关研究的

快速发展。发文量内容涉及学科较多，主要有人文地

理学、景观生态学、城乡规划学（含风景园林）、理论经

济学、建筑学、工商管理学（含旅游管理）、社会学、民

族学、艺术学（含设计、音乐、舞蹈）等。以硕博论文

为例，发文量排前 5的学科依次为城乡规划学、工商

管理学、艺术学、民族学和建筑学。这些学科正在进

行新工科或新文科转型，建设发展其学科内涵，这与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EA）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定

义[1]基本吻合。对文献第一作者机构进行统计分析

得出，排名第一位的是云南大学（74 篇），其次是红

河学院和桂林理工大学（均为 48篇），云南师范大学

图1 我国梯田生态文化服务发文量统计

Figure 1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articles on terrace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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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位列其后，分

别为 47篇和 43篇。总体上，随着国家相关乡村振兴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未来几年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

服务研究的数量和成果将呈不断上升态势。

2.2 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主题的高度概括，关键词共现

频次反映出某时期研究主题的前沿热点，关键词中心

度体现了关键词在共现网络中的重要性[9]。结合关

键词词频和共现的中心度（表 1和图 2）可以看出，“哈

尼梯田”和“哈尼族”是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文

献中的高频词汇，为研究热点。梯田不仅是丰富的自

然景观，还是农耕文明与自然环境相交融的文化景

观。“农业文化遗产”这一关键词作为农耕文明的重要

体现，也是重要的热点词之一。这说明云南红河哈尼

梯田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具

有极高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从关键词

共现的中心度（表 1）来看，排在前 5位的热点词依次

为“农业文化遗产”“哈尼梯田”“龙脊梯田”“农耕文

化”和“哈尼族”。总体来看，2003—2004年、2009—
2011年我国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作为研究主

题呈现出较高的中心度，在这两个时期分别侧重于哈

尼梯田文化发掘与旅游开发研究，以及福建、广西和

江西等稻作梯田系统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研究。

对比CNKI库中同时段的英文文献来看，国外研究者

对国内梯田研究侧重于梯田文化、旅游及保护与发

展。如KLADOVSHCHIKOVA[10]从自然环境方面分析

了哈尼梯田形态、农耕技术和传统生活方式。CHAN
等[11]以中产阶级的视角，探讨了梯田遗产景观和本土

生活方式的保护方法。国内外相关研究为拓宽和丰

富我国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提供了更多实证，这也

是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方式之一。

2.3 研究主题

通过对关键词共现频次的关系图谱中若干个主

题进行聚类，得到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研究的

聚类图谱（图 3）。由图 3得出，研究关注度最高的主

题形成了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文化景观、全球重要农

表1 研究关键词频次及中心度统计

Table 1 Frequency and the centrality of keywords
年份Year

2003
2003
2009
2001
2015
2003
2011
2004
2007
2006
2010
2011
2010

关键词Keyword
哈尼梯田

哈尼族

农业文化遗产

梯田文化

传统村落

梯田

文化景观

旅游

保护

紫鹊界梯田

龙脊梯田

农耕文化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频次Frequency
179
140
107
61
47
44
42
38
35
28
27
26
25

中心度Centrality
0.47
0.32
0.50
0.12
0.05
0.23
0.19
0.29
0.13
0.19
0.34
0.33
0.14

图2 研究关键词共现频次的图谱

Figure 2 Co-occurrence analysis of keywords
图3 研究文献聚类图谱

Figure 3 Co-occurrence cluster analysis of the keywords
——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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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化遗产、哈尼族、梯田等 11个聚类。根据图 3聚

类主题词对应文献内容规模及其相近程度，本研究将

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研究主题总结为多样

性、管理与应用、价值评估等三大类。

2.3.1 梯田文化服务的多样性

从早期关注梯田文化内涵到不断加强梯田文化

遗产保护研究，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始终坚持

对梯田文化的基础研究。梯田的地方性知识内容广

泛而丰富，既有梯田生态基础知识及相关生活环境的

物质文化[7-8，12-13]，又有梯田农耕技术、水资源管理技

术、民俗节庆等非物质文化[5-6，13-14]。梯田生态知识文

化地域性特色鲜明，不仅有对梯田开挖、维护与耕种

技术的认知，对森林、水、土壤、动物和植物等所处生

境的认识[7-8]，还有对气象物候规律的认识及对其他

自然规律的认识等[13-14]。南方很多稻作梯田是以森

林 -村寨 -梯田 -水系为架构的文化生态系统结

构[5，7-8，13]。许多学者[5-8，15-19]从水资源涵养管理（森林

涵养、水库池塘蓄水、梯田保水）、水资源分配管理（森

林溪流与梯田、梯田与梯田、梯田与河谷）和水资源分

配制度（木刻分水、石刻分水）等方面对哈尼梯田农业

生态系统水资源管理进行了讨论。有研究者[12-13，20]认

为龙胜龙脊梯田的开挖、维护与耕种是地方性知识的

综合体现，如在水源丰富的梯田四季蓄满水，在水源

不足的梯田采用“冲田基”串排方式维护及管理。聚

落是梯田文化中重要的物质文化，也是梯田耕作者赖

以生活的载体，这也是硕博论文库中城乡规划学关注

焦点之一。歌舞、节庆、祭祀等梯田精神文化是稻作

农耕者对“山神”“田神”“水神”的敬畏与对自然规律

的直觉认知在社会中相融共生而产生的[12-14，17-18]。这

些梯田文化对稻作梯田景观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

2.3.2 梯田文化服务管理与应用

随着梯田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发展，梯田游憩、康

养体验等功能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梯

田游憩服务及管理方面，国内学者侧重于研究梯田旅

游可持续发展[21-26]、哈尼梯田保护与旅游管理[25-28]、龙

脊梯田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和管理[20，29-30]、紫鹊界梯田

开发保护及可持续管理[21，30-31]、尤溪联合梯田农业文

化遗产保护途径及管理[32-34]。例如：解文静[25]运用因

子分析模型及主成分分析法，对哈尼梯田游憩感知进

行了分析并对旅游开发模式进行了探讨；伍乐平[26]从

符号学和旅游学角度，构建了基于利益相关的哈尼梯

田文化空间、旅游空间与生活空间的符号互动式的旅

游管理模型，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程坦[29]和李

伯华等[31]利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法，对梯田游憩感

知进行了讨论并提出相应对策。梯田农业生态系统

游憩服务为其保护与发展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促进了人类对生态系统文

化服务产品的多元化需求。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

服务的应用研究侧重于梯田传统聚落空间形态分析

及重构[35-37]、国土空间规划下梯田遗产区村寨保护及

更新设计[37-39]、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梯田旅游文化景

观建设[33，40]。随着计算机技术和GIS（地理信息系统）

软件不断优化升级，国内梯田农业生态系统的文化制

图侧重于利用GIS空间分析，对梯田空间分布、梯田

遗产核心区的聚落分布及特征等进行可视化分

析[41-43]。总之，梯田文化服务管理与应用在梯田生

产、生态和满足本土生活的多层次中体现。

2.3.3 梯田文化服务的价值评估

目前梯田文化服务价值的评估多采用市场价值

法、替代成本法、当量因子法和品牌价值法等主观性

较强的价值评估方法。缪建群等[44]基于替代成本、市

场价值等方法定量评估了梯田文化服务价值，发现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旅游休闲在崇义客家梯田农业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中价值最高，为梯田特有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与传统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有力依据。

李振民等[45]采用问卷调查与评估打分法评估了紫鹊

界梯田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潜力，得出生态价值和

观赏美学价值是其梯田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最大吸

引力，该结论更加突出了梯田生态价值和旅游休闲服

务价值。肖清铁等[46]在尤溪联合梯田、郑春利等[47]在

元阳梯田利用市场价值法等对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进行综合评价，均得出生态文化服务价值仅次

于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结论。这些研究不但为梯

田文化服务保护与旅游休闲价值开发提供了参考，还

给梯田文化服务价值评价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梯田美是自然美与社会美的统一，梯田美学价值

评估主要以游客对梯田的审美感知和体验为主。马

倩等[48]从哲学层面论述了梯田美的本质内容和特点。

韦俊峰[49]从自然美学和生活美学角度对梯田美学价

值进行了评价和阐述，发现形式美是梯田美学价值的

主要体现，而梯田空间中呈现的线条美感和分形美感

是审美感知中最重要的体验。角媛梅等[50]利用计盒

维数和信息维数来评价元阳梯田边缘的分形特征，有

力论证了梯田田埂线条分形美特征。章侃丰等[43]利

用美景度评价法对哈尼梯田视觉美感度和主观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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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评价，并根据主客观评价结果提出梯田遗产核

心区不同景观的保护措施及规划建议。总体上，梯田

美学价值研究多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其中

问卷调查法应用较多，而结合大数据的研究理论与方

法以及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2.4 研究主题演化与发展趋势

关键词时间线图可以展示研究主题脉络发展、聚

类热点词内部相互关系及背后变化规律，为未来研究

提供方向。根据表 1、图 4及相关文献发展特点，梯田

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

2.4.1 缓慢发展阶段（2001—2009年）

该阶段是梯田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准备阶段，研究

对象侧重于梯田景观文化和少数民族稻作文化等，其

中 以 哈 尼 梯 田 文 化 及 稻 作 梯 田 文 化 为 典 型 代

表[5-7，51-52]。2001年云南红河州政府颁布了红河哈尼

梯田保护总体规划及保护区管理办法，红河哈尼梯田

200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预备项目，2006年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

产预备名录，2007年被批准为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试

点，2009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红河州

综合改革试点 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

明确提出重视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这

些事项与政策为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研究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2005年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

估报告》发布，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在世界遗

产项目申报的基础上开始地方实践，研究内容重点关

注稻作文化与梯田文化等地方性知识、梯田农业生态

系统、梯田旅游开发与发展等[5-7，21，50-52]。

2.4.2 快速发展阶段（2010—2016年）

2010年哈尼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3年被认定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并被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内第一个以稻作农耕梯田为

主题的遗产项目，也是第一个以少数民族名称命名的

重要遗产地。2013年福建尤溪联合梯田、湖南新化

紫鹊界梯田被认定为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图4 研究关键词时间线知识图谱

Figure 4 Timeline map of the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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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河北涉县旱作梯田系统、江西崇义客家梯田

系统和广西龙胜龙脊梯田系统被认定为第二批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湖南紫鹊界梯田还被认定为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这些梯田景观作为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被认定，在很大程度上为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

保护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而随着哈

尼梯田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成功，梯田生态旅游、梯

田稻作文化景观和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研究

与实践，引起社会极大关注。该阶段研究主要聚焦梯

田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评估及保护[13-14，18-19，44-45]、梯田保

护与可持续发展[22，32-33]、梯田文化旅游开发与保

护[23，25，30]等方面，相关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及政策法规

为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研究和快速发展提供

了有力保证。

2.4.3 提升和优化发展阶段（2017—2020年）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见》正式实施，同年福建尤溪联合梯田、广西

龙胜龙脊梯田、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和江西崇义客家

梯田（合称“中国南方稻作梯田系统”）被列入“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

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印发。

上述政策法规的发布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确

立为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多样性发展和研究

提供了良好契机，并使梯田文化服务内涵等基础研究

受到进一步重视[4，8，20，26]。同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和

区域旅游开发探讨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

及美学价值评估[28，41，46-50]、梯田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研

究[35-36]、梯 田 农 业 文 化 遗 产 地 乡 村 振 兴 发 展 研

究[19，26-27，36-40]等梯田文化服务的多层面研究逐渐增

多，尤其是结合乡村振兴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多。梯田

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对梯田地区传统村落保护与

发展、美丽乡村建设以及休闲农业发展等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提供了重要科学实证。

2.4.4 研究趋势分析

在某一段时间内被引用频率急剧上升的高突现

性关键词，反映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动态并代表了研究

前沿[9]。关键词突现强度（表 2）呈现出梯田农业生态

系统文化服务研究前沿，也反映出国内梯田农业生态

系统文化服务与国家政策方针和发展要求的紧密联

系。自 2001年起，关于“梯田文化”和“稻作文化”的

讨论，逐渐转向 2010年前后的“哈尼族”“旅游开发”

“梯田”等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层面研究。突

现词“哈尼族”的突现强度高达 11.18，仅次于本研究

的核心关键词“梯田文化”，并且与哈尼族联系紧密的

“梯田”“红河哈尼梯田”“旅游开发”等突现词的突现

强度均大于 3.5，这些突现词接连交替出现的时间持

续约 12年（2003—2014年）。突现强度较高且生命周

期较长的突现词有“梯田文化”和“旅游开发”，这也是

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研究较多的主题。最近

3年里，“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已成为梯田农业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研究前沿，针对“传统村落”开展

的梯田文化服务实践研究也逐步增加。

综上，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管理是梯

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未来的研究趋势。结合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可持续

管理研究需着重回答以下问题：经济层面上，如何权

衡利益相关者并促进梯田生态及文化可持续发展，如

何制定适宜的管理机制激励本土村民参与并维持梯

田文化景观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环境层面上，如何维

持梯田农业生态系统和修复撂荒梯田，如何在乡村建

设中利用梯田农耕文化、生态文化、民俗文化等指导

遗产区保护与更新设计；社会层面上，如何从人-地
关系、文化服务-生态系统关系的角度，激励和引导

村民参与决策，建立人地关系和谐的梯田生态，延续

地方历史文脉，可持续地保护和利用梯田农业生态系

统文化资源。这是梯田文化服务向纵深开展研究的

重要议题，应借助新工科、新文科建设，以及生态学、

社会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促使梯田

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研究领域更加丰富。因此，

今后的研究不仅要挖掘梯田文化服务的潜力价值，还

表2 研究主题的关键词突现强度

Table 2 Keyword burst detection
关键词
Keyword
梯田文化

稻作文化

哈尼族

旅游开发

梯田

红河哈尼梯田

传统村落

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

突现强度
Burst
11.08
3.93
11.18
6.24
6.18
3.54
11.05
5.65
7.22

起始年
Begin
2001
2001
2003
2005
2011
2012
2017
2017
2018

结束年
End
2010

2005

2009

2012

2013

2014

2020

2020

2020

2001—2020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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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增进和提升居民在梯田文化服务中的归属感、获得

感和幸福感。

3 结论

（1）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领域发文数量整

体呈现上升态势，涉及学科不仅有人文地理学、生态

学、城乡规划学和建筑学等新工科，还有工商管理、艺

术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新文科。

（2）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研究主题热点不

仅涉及梯田地方性知识体系文化多样性，还包括梯田

服务管理与应用、价值评估等。这不仅为乡村振兴建

设提供依据与实证，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软实力

工具。

（3）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研究热点演化具

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与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及相

关政策法规的颁布有重要关联，并呈现出与之相对应

的发展特征。

（4）当前梯田农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研究趋势已

从早期的梯田文化、稻作文化及旅游开发，转向梯田

可持续保护与发展、可持续管理、村落人居环境提升

整治等，今后将继续赋能乡村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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