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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其本身所蕴涵的美学特征及历史文化价值构成旅游者出游
的根本动力之一。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绚丽多彩的自然旅游资源和博大精深的人文旅游资源为中国旅
游业的持续升温注入了活力。
旅游资源在旅游业发展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决定了旅游资源学这门课程在旅游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
旅游资源学是高职高专院校旅游类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也是其他相关专业开设的重要课程之一。
本书紧紧围绕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的目标和需要，坚持新颖、简明、通俗的原则，力求在课程体系、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有所突破，在内容取舍、难度权衡和表达方式等方面都充分考虑了目标读者的接
受能力和实际需要，以提高学生整体素质为根本出发点，兼顾知识理论教育和操作实践教育。
本书的总体撰写原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编写过程中，一方面注重知识的科学性与实用性，力求
体例清晰、严谨，内容简洁、新颖，图文并茂；另一方面重视案例的遴选和组织，以我国知名度较高
、较具代表性的世界遗产、5A级景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工农业旅游示范点等典型旅游资源
为例，深入浅出地阐述旅游资源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
各章都融合了与内容相关的经典案例，这不仅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也有
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掌握。
本书适于高职高专院校旅游类专业作为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使用，对旅游业从业人员也具有较高的参考
价值。
本书是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高职高专旅游类专业精品教材之一，由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吴国清负
责全书的策划、定稿和统稿，宋玲、高娜负责收集资料并参与撰写，其中绪论、第6、7章由宋玲撰写
；第1、4章由吴国清、高娜撰写；第2、3章由吴国清、宋玲撰写；第5、8章由高娜撰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引用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本书的最后列出了主要的参考书目，在此向
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资料收集及研究水平和经验等方面的原因，本书难免有不足或疏漏之处，敬请各位同仁和读者批
评指正，以作进一步的修订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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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赖以运行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
本书第1章至第4章为理论研究部分，第5章至第8章为应用研究部分。
作者以旅游资源的基本原理为起点，在阐述自然旅游景观、人文旅游景观和旅游资源区划的基础上，
分别介绍了旅游资源审美、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旅游资源开发以及旅游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具
体内容。
在编写过程中重视案例的遴选和组织，以我国知名度较高、较具代表性的世界遗产、5A级景区、风景
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工农业旅游示范点等典型旅游资源为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旅游资源学的相关
理论与方法。
    本书适于高职高专院校旅游类专业作为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使用，对旅游业从业人员也具有较高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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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旅游资源概述1.1 旅游资源的概念1.1.1　旅游资源的概念资源属于经济学概念，原指取之于自
然的生产与生活资料，现在常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
例如，自然界中的煤炭资源、石油资源、水力资源、风力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等，人类社会中
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资本资源、文化资源、政治资源等。
“有用性”和“基础性”是其最基本的属性。
旅游资源也属于资源的一种，是伴随现代旅游活动、旅游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新概念。
由于旅游业是一项新兴产业，为旅游业提供理论指导的旅游科学目前还不成熟，对旅游资源的概念也
尚未形成全面统一的认识。
1.国外学者对于旅游资源概念的理解旅游地理理论最早形成于国外，英文中旅游资源又被称作旅游吸
引物(tourist attraction)，其本身既包括能刺激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的各种因素，又包含决定旅游者的旅
游行为能否实现的一系列中介条件，是一个内涵极为广泛的概念。
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有以下两种：霍洛韦(J.C.Holloway)认为旅游吸引物就是那些给旅游者以积极的效益
或特征的东西，它们可以是海滨或湖滨、山岳风景、狩猎公园、有趣的历史纪念物和文化活动、体育
运动以及令人愉悦舒适的会议环境。
苏联地理学家普列奥布拉曾斯基等则从技术经济角度给旅游资源下了定义：旅游资源即在现有技术和
物质条件下，能够被用做组织旅游活动的自然的、技术的和社会经济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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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资源学》特色：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旅游资源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各章均融合了与内容相关的
经典案例。
注重知识的科学性与实用性，体例清晰、严谨，内容简洁、新颖。
注重案例的遴选和组织，以我国知名度较高、较具代表性的世界遗产、5A级景区、风景名胜区、自然
保护区、工农业旅游示范点等典型旅游资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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