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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文化遗产廊道构建研究》为了使脉络清楚，层次分明，《清文化遗产廊道构建研究》内容共分为
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章）是绪论，主要是提出分析研究背景，并提出构建“京沈清文化遗产廊
道”。第二部分（第2章）是提出京沈清文化遗产廊道的概念，并分析其独有的“清文化”主题特色
，并论述构建该廊道的意义和价值。第三部分（第3、4、5章）是论述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京沈清文化
遗产廊道的具体实现步骤：首先介绍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然后进行构建廊道的评价指标分析、构
造判断矩阵、进行计算并对计算结果分析，最终确定廊道的范围和具体节点。第四部分（第6章）是
采用基于网络的地理信息系统（Web GIS），建立京沈清文化遗产廊道地理信息库，可以帮助实现京
沈清文化遗产廊道进行充分展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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