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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忙碌了整整一年，书稿终于可以交付出版了，算是能松口气了。
2008年，我们经历得太多了：南方雪灾、“5.12”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神七”飞天、全球性
金融危机⋯⋯无论是战胜自然灾害、夺取奥运金牌、实现飞天理想，还是渡过金融危机，合作与团队
精神始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谨以本书作为对2008年这个特殊年份的纪念。
辞旧迎新，2009年来临。
这也是我来上海工作的第10个年头了。
往事堪回首。
1999年8月，我离开生活了将近18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那片红土地，作为引进人才调人上海华东师范大
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工作。
为了与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其他人文地理学教授的专业方向不冲突，我除了将“行政区
划与城乡发展”、“城市与区域发展规划”（含土地利用规划）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外，还将“旅游发
展与管理”作为自己的主导研究方向，实际上研究的还是旅游地理学的内容，或者是基于地理学的视
角研究旅游发展与管理问题。
10年来，我在上海滩的“二次创业”充满了艰辛。
没有想到的是，竟是旅游发展与管理的学术研究方向，吸引了一批致力于旅游发展与管理的年轻学者
聚集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不仅给我带来了职业的生气，也给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
心带来了朝气蓬勃的人气。
在短暂的10年时间内，从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毕业了10名人文地理学旅游发展与管理方向的博士研
究生、18名人文地理学旅游发展与管理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如今，他们有的是高校青年骨干教师，有的继续在高校攻读博士学位，有的在读博士生被选派出国留
学深造，有的是政府公务员，有的是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是高校或国家科研单位的博
士后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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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释与论证了中国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的时空背景、基础理论以及改革开放30年来区
域旅游合作发展的历史轨迹、基本格局与发展趋势，概括了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基本模式
，廓清了区域旅游合作行为主体及其互动机制，分析了中国旅游发展的区域性障碍因子以及政府作为
的战略取向。
在借鉴国内外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经典案例基础上，深入剖析了中国中部地区旅游合作发展的案例
，讨论了跨界地区旅游合作与发展的一般原理，探讨了中国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的机制体制创新等一系
列战略性命题。
    全书主题突出，逻辑框架严谨，内容翔实新颖，信息量大，围绕中国区域旅游合作与一体化进程中
一系列重大现实性命题，提出了创新性理论观点，是一部有关中国旅游合作与创新发展的学术力作。
本书对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一个中国框架下不同关境之间、国内与国际之间的旅游互动与合作
发展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意义和理论价值，可供政府旅游部门工作人员、大专院校师生以及旅游科学
研究专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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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宇明，男，湖北黄冈人，理学博士，教授。
1982-1999年在广西师范学院工作，1997年晋升教授，先后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广西有突
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广西优秀专家”荣誉，入选“广西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
1999年8月作为引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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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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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相关理论    （一）政区地理学理论    （二）经济地理学理论    （三）旅游地理学理论  二、新制度
经济学理论    （一）交易成本原理    （二）制度变迁理论    （三）产权制度原理  三、国家竞争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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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三）旅游行业协会组织    （四）区域旅游合作主体间关系的架构  二、区域旅游合作的动力机
制    （一）资源与产品的区域差异性与互补性    （二）区域发展与创新的竞争    （三）一体化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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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空间结构模式    （三）区域旅游合作伙伴的空间关系模式第四章  合作进展与基本格局  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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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区行动    （一）无障碍旅游区行动的由来    （二）无障碍旅游区行动的进展    （三）无障碍旅游
区行动的误区与盲点  二、区域旅游障碍辨析    （一）什么是区域旅游障碍    （二）区域旅游障碍的制
度性因子分析    （三）区域旅游障碍的非制度性因素分析  三、区域旅游合作中的政府作为质量    （一
）消除区域旅游障碍的价值取向    （二）提升政府作为质量的战略基点    （三）规范政府作为的行为
空间第六章  区域旅游合作的案例聚焦  一、欧盟案例：超越国界的区域旅游一体化模式    （一）旅游
一体化进程    （二）旅游业在一体化框架中的互动    （三）欧盟旅游一体化模式的基本特点  二、珠三
角案例：跨越不同社会制度空间的旅游合作模式    （一）合作区域的地理构成及区域特点    （二）不
断深化的旅游合作进程    （三）日益成熟的旅游一体化合作机制  三、长三角案例：相同制度空间的区
域旅游合作网络化模式    （一）旅游合作的区域基础    （二）从区域旅游合作到无障碍旅游区    （三
）区域旅游一体化的驱动机制第七章  中部地区旅游合作行动  一、中部崛起的旅游战略行动    （一）
“中部崛起”战略理念的形成    （二）中部崛起的旅游合作行动    （三）中部旅游合作板块的崛起  二
、深化中部旅游合作的潜力分析    （一）竞争型旅游资源结构    （二）战略投资企业与支撑产业    （
三）政府支持与机遇共享  三、中部旅游合作的战略提升    （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二）中部旅游
合作的竞争力整合路径    （三）实现两个互为（客源地与目的地）的目标愿景第八章  跨界地区的旅游
合作与发展  一、跨界地区旅游目的地的认知与界定    （一）什么是跨界旅游目的地    （二）跨界旅游
目的地的发育与成长    （三）跨界旅游地发展中的矛盾机理  二、跨界地区旅游发展的合作路径选择    
（一）跨界地区旅游合作发展的动力机理    （二）跨界地区旅游合作发展的运作机制    （三）跨界地
区协调的行政区划手段运用  三、不同尺度规模跨界地区的旅游合作发展    （一）跨国地区旅游合作机
制的建构    （二）跨省界地区的旅游合作发展    （三）跨县市地区的旅游合作发展第九章  旅游合作的
机制体制创新  一、国际化与区域化的双轮驱动    （一）旅游国际化与国际旅游合作的拓展    （二）两
岸三地之间的“旅游自由行”    （三）全面推进区域旅游一体化进程  二、旅游合作深化的战略基点    
（一）建构“两个互为”的双赢或多赢格局    （二）切实保障旅游者相关权益    （三）营造旅游便利
的畅爽大环境  三、创新区域旅游合作的机制体制    （一）基于“认知共同体”的合作路径选择    （二
）“认知共同体”架构下多元主体的合作行动    （三）“认知共同体”架构下的权益让渡与机构能力
建设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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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
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区域、创新型城市成为21世纪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一场发展思维、发展方
式的重大变革。
新产业区、学习型区域、竞争型区域、区域竞争力、创新空间、区域创新系统以及区域创新网络，一
系列新名词频繁出现在媒体及相关研究文献之中。
有关区域创新的研究逐步从关注区域内部，转移到关注区域与区域之间行为主体之间的协同或对弈关
系层面上来。
旅游流是区域之间一种新型的要素流量。
从旅游区到区域旅游，从旅游合作到建设无障碍旅游区，最终形成区域旅游一体化新格局，区域创新
的思维也日益渗透到旅游领域里来。
旅游合作不仅是区域创新的一个重要层面，也是经济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区域经济学、旅游管理学
等学科领域共同面对的富有学术价值的新命题。
一、旅游合作呼唤新思维在一体化进程中受益，是应对全球化竞争挑战的一种区域合作新思维。
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统一联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南美国家联盟、地中海国家
联盟等一系列区域性组织应运而生，日益在全球化竞争格局中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区域旅游合作是未来影响世界各国旅游业发展方向和竞争
力的重要领域。
旅游的全球化与区域化是世界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区域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共生、依存的竞争关系，合作是竞争的高级艺术形态
。
这种思潮也体现在大国内部区域之间竞争关系的整合中。
整合毗邻区域的旅游资源要素，拓展更大范围的市场空问，共享更多的市场利润，共创区域性品牌是
国内诸多区域旅游合作组织的基本目标。
21世纪以来，作为世界旅游大国向世界旅游强国战略目标转型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中国区域旅游合
作与无障碍旅游区行动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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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0571054）资助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也是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
目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B410）资助成果。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使我获得系统研究上海与长江流域各省之间旅游互动与合作发
展的机会。
感谢中山大学保继刚教授提供了参与桂林、苏州、湖北等省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机会，使我体验中
国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区域性命题。
正是这些旅游科学研究与规划实践，使我积累了经验，增长了见识，有机会主持了由国家开发银行资
助的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及优选项目策划，主持了20多个市（县）旅游发展总
体规划与旅游国债项目可行性研究，参与了国家旅游局委托北京大学承担的《伊犁河谷旅游业发展总
体规划》编制工作，参与了湖北、新疆、湖南、山东、浙江、广西、河北、安徽、江西、江苏、河南
、山西、贵州、云南等地数十个市（县）旅游发展规划的评审或评标工作，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中央政
府与地方政府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视，感受到促进形成区域旅游一体化新格局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本书的出版，实际上是我这些年来关于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理论思考的总结。
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为我学术生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平台。
感谢曾刚教授长期对我学术进步的关照、支持和激励。
感谢宁越敏教授长期对我学术追求的支持和理解，他在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的平台上为我提供了充
分的研究条件。
感谢杜德斌教授及全系教职工的支持和帮助，城市与区域经济系虽然是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
学院的一个新系，但老师们的相互支持和浓郁的学术氛围催人奋进。
本书既是我个人研究心得的阶段性积累，也是我所率领的研究生团队集体智慧的阶段性成果。
何小东博士为本书资料收集付出了辛勤劳动，在充分吸收我的一些学术心得体会的基础上，完成了博
士论文，并搭建了本书基本架构。
王凯博士的学位论文《跨界旅游目的地的整合发展研究》为本书第八章内容提供了支持。
庄佩君博士对于“认知共同体”的研究心得构成了本书第九章第_二部分内容的理论价值取向。
赵中华、高元衡、金世胜、张海霞、马木兰、蔡萌、施加仓等博士生与张凯、王玉芹、刘通、付逸飞
、花露、张洁玉等硕士生积极参与我主持的学术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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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合作与区域创新》既是我个人研究心得的阶段性积累，也是我所率领的研究生团队集体智慧的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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