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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各种产业中，旅游产业是发展速度最快的一种。
由于发展速度偏快，会带来一些急功近利的问题，如旅游项目的粗放式开发、旅游景区的同质化竞争
、旅游企业服务的诚信度缺失、文化资源开发的简单化、遗产类旅游资源的建设性破坏问题等。
在各种学科中，旅游学科是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学科。
由于发展速度偏快，也同样出现了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
如办学条件不够而硬上，培养目标定位的雷同，实践环节与理论学习的比重把握不好，行业需求过旺
对师资队伍的影响等，都是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在旅游产业发展和旅游学科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教材建设实际上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培养旅游产业急需的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人才提供最基
本的课本；二是总结学科发展的研究成果，将学术研究的结晶做大众化的表达。
让千千万万学子在较短的时间里能够快速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高等院校旅游专业教材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从教育部的部颁教材，到各省的地方自编教材，估计总数有近百套之多。
百花齐放，蔚为大观。
江苏的高等旅游院校的师资有组织地编写旅游管理教材(简称"苏版")，始于1999年。
当时那套苏版旅游教材自2000年推出以来，得到全国许多兄弟院校的认可和使用，我们也收集了不少
的反馈意见。
根据收集的反馈意见，我们为现在这套教材(即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苏版旅游教材)所确立的编写
指导思想如下。
一、1999年主编的苏版教材主要实现了一个目标，即把大家组织起来，完成了江苏省旅游教材从无到
有的目标。
本套教材的目标应该有所超越。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完成教材从粗到精的质变。
我们把大家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形成合力，共同打造一个江苏旅游学术界的新形象。
二、现在这套教材虽然是另起炉灶的工程，但前一系列教材好的东西我们还是要继承。
有些基础比较好的书稿也不一定要大修大改。
总之是发扬好的，完善不足。
臻于至善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三、这套教材要及时反映本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要及时反映本领域最新的政策法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资源学>>

内容概要

旅游资源是旅游产业的基础，也是旅游学科的主干课程。
旅游资源学这本教材，主要解决的是让旅游者看什么的问题。
全书包括三个主要的板块。
第一部分：旅游资源定义、分类、资源本体评价和开发条件的评价。
第二部分：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产品开发，包括建筑、文献、模拟景观等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和旅游
产品开发。
第三部分：旅游资源保护。
书后有与旅游资源课程学习关系密切的附录八种，如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是目前国内最完整、
最新的一份世界遗产名录。
本书每章开篇处都冠有简明扼要的内容提要和重点提示，章末附有从正文概括出来的思考题。
　　本书可用作高等院校旅游专业的本科教材，也可供旅游专业高职高专教学使用，以及从事旅游资
源开发管理的从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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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4.4 健全管理体制，协调各方步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迫切要求建立健全管理体制，最终实行统
一管理。
经过多年来各方面努力和专家学者的呼吁，对旅游资源要"严格保护"已成为越来越多部门的共识。
在国家体制改革和加快立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有关部门的优势和积极性，应该成为行之有效的措施
。
（1）旅游管理部门市场经营和管理优势通过展览、录像、电影等宣传教育让游人事先了解景区旅游
资源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了解游览守则，对那些明知故犯、随意损坏景物和古建筑的游人，要按《风
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和《文物保护法》给予处分。
旅游部门有自己的教育规划，公共关系和宣传网络，争取公众对旅游资源保护的支持，如在大、中、
小学校开设旅游资源保护讲座，举行定期培训班，出版读物，设置群众意见箱，建立地方咨询机构，
有专人负责与公众联系，鼓励当地群众投入旅游规划和管理活动，或聘请当地人做管理者和工作人员
，并实施有效政策使本地居民因旅游资源保护促使旅游业发展而增加经济收入，或每月、每季度举行
一次群众座谈会，邀请当地社区群众代表对保护工作发表意见等。
在山区，针对游人攀登游览活动应规划设计专门路线，并有一定辅设或护栏建设，尽量避免游人在山
体上随意攀行，对山中突出景点，设置游人观览处，并在离景点一定距离处标明观赏点及景物的特色
、价值及不许攀登的要求，严格禁止游人在山地游览中乱采植物、挖掘山石及捕捉动物。
此外，为了将游人流量限制在合理范围，对于以自然旅游资源为主人文景观为辅的景区，旅游部门可
以利用明显的淡旺季实施休游制，对保持和增强风景区生态系统自我恢复调节能力是一种有效的保护
办法。
（2）林业部门的基层队伍与生物科技优势绿地是一切旅游区自然美和人工美的生命基础，为区内动
植物、水源涵养创造良好的条件，也是风景区内主要构景要素，尤其是一些珍稀植物、造型植物是景
区不可缺少的内容。
林业部门面上绿化工作，如封山育林、荒山绿化、风景林防护林营建、林相季相改造，保证了旅游风
景区大环境的幽雅背景，而在区内建设高标准绿地，包括在区内不同功能分区，道路两旁的不同形式
、各种不同树种的配置，以利旅游区整体美的建设。
此外，林业人员重视生态管理，能对区域生态结构进行整体把握，为了加强景观效果或增添活动内容
，游人对外来动植物的新鲜罕见而兴奋雀跃，却不曾想过某种动物粪便或某种植物花粉可能对某种食
物链带来毁灭性侵害，从而导致区内生态结构的变化。
因此，针对不同对象建立相应生态模型，并筛选出最敏感的生态威胁因子。
如森林公园，最重要的生态属性应该是水文、土壤和植物，最大威胁是游憩、火灾和外来物种，然后
对某种生态属性最敏感、最重要的生态要素进行监测，例如植物密度、相对覆盖率、地块物种数量等
，只要把这种通过监测的改变结果不断反馈给经营管理者，通过对改变的评估，才可能修正其经营目
标，使旅游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更具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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