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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信息化社会的快速发展，在世界旅游发展过程中，由突发事件而引发的旅游
危机现象日益呈现出频发之势，这给旅游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也给旅游危机管理研究提出了新挑战
。
目前我国的旅游危机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更没有对某一个问题进行深人的理论研究。
在旅游危机日益成为旅游发展中出现的常态背景下，为了更好地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扩展和完
善旅游管理理论体系，有必要对旅游危机本身和旅游危机管理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
本书试图在这一课题上作一些有益的探索。
我国学者对于旅游危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危机的应对管理方面，管理的对象是旅游目的地的旅
游资源、旅游服务设施、旅游企业等主体，研究的形式和方法主要是采取管理学的手段和方法，不能
说这种方法是错误的，但可以说，这种方法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嫌疑。
根本的原因是旅游产品区别于一般消费品，旅游者受危机的影响主要是心理影响，旅游危机的发生主
要是由于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风险感知心理发生了变化，导致旅游市场萎缩，旅游经济链条断裂，
旅游目的地从而表现出旅游危机。
因此，为了提高旅游危机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旅游危机管理的出发点应该是旅游者，了解和把握
旅游危机的形成机理和影响路径就理应是旅游危机管理理论的基础和基本出发点。
本书从公众对危机事件的风险感知为出发点，构建了旅游危机的形成机理模型，为旅游危机评估和旅
游危机管理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
本书以2008年的四川“5·12”大地震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运用Logit模型处理的结果，验证了
旅游危机形成机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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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旅游危机的评估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了旅游危机的评估体系，二是对旅游危机后影响
评估进行了研究。
对于旅游危机后影响评估和旅游危机影响周期的评估，一种普遍采用的方法就是相邻年比较法。
但相邻年比较法是以危机前的状况为基准，使之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
本书对旅游危机后影响评估采用了旅游本底趋势线法(Turism Back-Ground Trend Line，TBTL)。
对于旅游危机后影响评估，本书研究发现，对于部分旅游危机，可能存在危机后补偿性恢复反弹现象
，为了准确和真实地对危机进行评估，那么，旅游危机影响时长应该是旅游危机的负向影响期和补偿
性恢复期两者的总和；旅游危机所造成的旅游经济损失量应该是旅游危机当期损失量减去旅游危机后
恢复性补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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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可持续发展是旅游发展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在时间维度方面，它强调旅游业发展的稳定、健康，旅游者旅游过程的顺畅运行；在空间维度方面，
它强调旅游供需关系的平衡和旅游管理的整体有序。
由于危机事件可能以无限多样的形式不断发生，因此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讲，危机事件都可能对旅
游业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
1.1.2.1 旅游危机研究有利于危机管理理论的拓展危机分布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的各个领
域，而各个领域的危机又是千差万别，一般危机管理理论只能说明危机管理中的一些普遍规律，而要
真正解决实践中的各种危机，还需要进行领域的细化，针对各自领域的自身特点，探讨解决各领域特
定危机的专门知识，从而完善危机管理理论体系。
旅游危机作为一种行业危机，毫无例外地具有一般危机的特征和规律，但也具有自身鲜明的行业特征
和独特的运行规律。
对旅游危机的研究，可以丰富、拓展和延伸危机理论，增强危机管理理论对旅游危机管理的现实指导
作用。
1.1.2.2 旅游危机研究有利于促进旅游危机管理理论的提升在旅游危机研究领域，无论是理论体系的构
建，还是实践案例的深度分析，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系统性、创新性研究都还很匮乏。
对于旅游危机的研究，以旅游系统为基础，从旅游危机形成机理的角度和旅游危机战略管理的高度出
发，会极大促进旅游危机理论的提升。
危机管理包括危机预警系统管理、危机过程管理、危机后管理等内容，但危机管理的有效性取决于对
危机形成和影响规律的认知水平。
只有全面把握危机的形成机理和各阶段的特征，了解危机影响流传导规律，才会清晰全面地认识旅游
危机，才可能对危机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科学合理的治理对策。
因此对旅游危机的形成和传导机制研究应该是整个旅游危机研究的基础部分，但目前的旅游危机研究
多数集中在旅游危机管理的研究上，而对旅游危机的形成机理和传导机制研究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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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两年旅游危机事件频频发生，如2008年年初的冰冻雨雪灾害、四川“5·12”大地震、眼前正全球肆
虐的甲型H1N1、刚刚启稳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地不断发生的让人头皮发紧的一件件恐怖袭击事
件等，都给世界或区域旅游业带来了重创，旅游危机管理日益演化为旅游管理中的常态。
旅游业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其对危机事件的高敏感性和低免疫力。
为了保证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旅游危机预警、防控、应对、恢复和提升水平，使旅游业在人类
文明发展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十分有必要加大对旅游危机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我国旅游危机研究相对其他的旅游专题研究来说，时间上也要晚了许多，并且对旅游危机研究并不是
主动地进行，而是在突发旅游危机事件的推动下被动进行的，可以看出，我国旅游危机研究的成果多
数是在2003年SARS疫情发生后取得的。
危机过后，许多学者对旅游危机研究的热情也随危机的退去而退热。
居安思危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习惯思维，可能是我国旅游发展形势一片大好的缘故，我国的旅游研
究者和旅游管理者是“居安”但不“思危”，旅游危机过后，很轻意地就把危机给旅游业带来的惨痛
教训忘掉。
对于旅游危机问题的研究，是当前我国旅游理论研究的“非主流研究”，其研究者需要付出太多而又
不太吸引同行和业界的眼球，是既不“讨巧”，也不“讨好”，因此，旅游危机研究也演变为当前我
国旅游研究的一个冷点，对其感兴趣的旅游研究者寥寥，截至目前，旅游危机研究成果相对于其他方
面的旅游研究成果来看，实在少得可怜。
随着自己四年来逐步地对旅游危机这一问题思索的加深，感觉旅游危机这一课题是深不可测，鉴于自
己学养浅薄和能力所限，也逐步地明白自己对旅游危机的研究是“孤独求败”。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目的地旅游危机管理>>

编辑推荐

《目的地旅游危机管理:机制、评估与控制》：明晰旅游危机影响机理是旅游危机管理的基础；科学地
评估旅游危机是旅游危机管理的核心；有效地监控旅游危机是旅游危机管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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