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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兴起，旅游信息在旅游业中所处的地位日益重要，其作用也日益明显
，从而促进了旅游信息交流的社会化、产业化与现代化，这为旅游信息学的建立创造了社会、科技条
件；信息科学、旅游信息管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则为旅游信息学的建立创造了理论条件；加之我国
已经加入WTO，外国旅游公司将携其资金、技术、优质服务等等优势长驱而入，必然引发我国旅游市
场空前的激烈竞争，而所引发的竞争从信息的角度进行理解，实质上是按信息化程度重新切分旅游市
场蛋糕。
我国旅游业必须正视问题，乘势而上，大力推进旅游信息化建设，才能占据主动，争取市场。
这为旅游信息学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对旅游信息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一方面，旅游业是信息密集型与信息技术密集型
的产业，旅游信息化建设是旅游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必然趋势，因此，进行旅游信息学的研究可以为
旅游信息化建设奠定理论基础，从而应对信息时代及我国加入WTO后旅游业发展所面临的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从学术上而言，对旅游信息学的研究既从信息的角度对旅游学的研究给予了全新的视角，
又为信息学在其他学科中的应用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
遗憾的是，由于旅游业是近年来在我国蓬勃兴起的朝阳产业，业界对于旅游信息学这一重要课题的探
讨与研究十分有限，这方面的论著更是一大空白。
我们在潜心研究、认真求证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旅游信息学》一书。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力求体现如下特点：　　（1）体系新。
我们自创了本书的体系结构，分为旅游信息学理论、旅游信息工作、旅游信息产业、旅游信息管理四
大部分。
这四部分是紧密相连的。
　　（2）观点新。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在认真思考与求证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如旅游信息的定义、旅游信
息的特征、旅游活动与旅游信息的关系、旅游电子商务等。
　　（3）资料新。
我们所采用的资料，力求采用近年来该领域的最新资料。
　　（4）辩证分析。
我们力图运用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本学科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刻辩证的分析。
　　（5）多法结合。
一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二是图形显示与文字说明相结合；三是理论分析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
　　将要完稿时，笔者心中惴惴不安起来。
由于涉及太多的相关学科，而且又是拓荒之作，因此，惟恐这本倾注了自己心血，同时也倾注了众多
同仁心血的抛砖之作“叫嚣于生人间，而生人并无所反应”。
如果能够有幸得到同行的批评，引起同行对于“旅游信息”这一课题的关注，起到引玉的作用，则可
告为慰藉，心中窃喜不已。
　　本书得以付梓，是合力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我们借鉴了诸多同行的研究成果，并且陈敏辉老师参加了第十二章第三节的写作；另一方面
，我们得到了诸多长辈的悉心指导，陈福义教授、张安珍教授、陈能华教授等等，他们的教诲常使我
们如沐春风、茅塞顿开；同时，还要感谢中国旅游出版社诸多同志的鼎力相助；最后，要感谢的是广
大的读者，是你们给予了它更大的价值与充分的展示空间。
　　由于对旅游信息学的研究刚刚起步，业界也没有太多的成果可供借鉴，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书
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专家、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作者　　2002年10月20日于岳麓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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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有以下特点：  （1）体系新。
我们自创了本书的体系结构，分为旅游信息学理论、旅游信息工作、旅游信息产业、旅游信息管理四
大部分。
这四部分是紧密相连的。
  （2）观点新。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在认真思考与求征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如旅游信息的定义、旅游信
息的行征、旅游活动与旅游信息的关系，旅游电子商务。
  （3）资料新。
我们所采用的资料，力求采用近年来该领域的最新资料。
  （4）辩证分析。
我们力图运用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本学科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刻的分析。
  （5）多法结合。
一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二是图形显示与文字说明结合；三是理论分析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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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一、电视旅游信息源    电视是通过声音、文字、图像等多种方法的综合进行传播信息的一种主
要手段，是一种主要的旅游信息源。
    电视旅游信息源的特点    1．覆盖面广    电视台通过卫星传播可以将信号传递到每一个地方。
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2001年8月统计数据，全国目前共有电视台429座，广播电视台1263座，电视
频道2289个，其中地市级以上1154个，县市级1135个，电视人口覆盖率93．65％，有线广播电视用
户8476万户，电视平均每周播出时间83373小时。
    2．形象生动    电视的表现手法多样，形象生动，给人有如见其物，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感觉。
据有关资料表明，“一个人通过视觉所获得的情报信息占83％，通过听觉占11％，其他感觉占6％。
从记忆力来看，朗读的能记住10％，听到的能记住20％，看到的能记住30％，边看边听的则能记住50
％。
”各旅游资源通过电视广告可以将其特色充分显示出来，或山之巍峨，或崖之陡峭，或瀑之飞泻，或
溪之潺潺⋯⋯鬼斧神工，田园风光，无一不极尽其优势。
因此，从电视中收集旅游信息，多快好省，印象深刻。
    3．信息准确及时    电视台因为拥有大批的记者，也可以说是信息采集人员，因而报道出来的旅游信
息比较准确，权威性较强。
另外，由于新闻类的节目内容日日更新，因而信息更新更快，反应及时。
    我国目前大多数的电视台都有专门的旅游栏目，播放大量的旅游信息，如河南卫视精心筹划的一档
综合休闲娱乐、信息发布、新闻评论的《旅游》栏目，2000年5月全新登台。
栏目设置有：《旅游信息室》，集束性传递旅游资讯，通过主持人口语化的讲解，让大众快速了解最
实用、最关心的旅游信息，表现方式生动自然、通俗；《今天去哪里》，全方位介绍某一景区或某一
线路的食、住、行、游、购、娱等方面，为旅游者提供细致周详的出行指南，与旅游界携手寻访推介
旅游热线、新线，展示自然人文景观，引导旅游消费时尚，传播合理消费理念；《旅游在线》，关注
旅游动态、透视旅游现象、监督旅游市场、传播旅游知识，以热线投诉、事件追踪、人物访谈等形式
展现旅游业及旅游消费的方方面面，具有一定的新闻性与社会价值，同时保持栏目清新明快的风格。
    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批准，由“海南卫视”改版而成的“中国旅游卫视”，从2002年2月18日开
始以每天21小时的旅游版块节目正式播出。
“中国旅游卫视”是中国第一家以旅游为主要内容的电视频道。
目前，这一频道的节目设置已经确定，每天播出21个小时，由新闻资讯、风光专题、旅游综艺等几大
版块组成。
其中全天滚动播出的“正点资讯”，为该频道的第一个亮点。
据报道，旅游卫视开播第一年内将在全国所有省会城市和重点旅游城市落地，预计收视人口将达到2
亿。
中央电视台控股的中视传媒也全面加盟旅游卫视，为其提供前、后期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一流的节目
包装。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也与其签订了合作协议，利用《星际旅行》栏目对旅游行业及旅游星级饭店的相
关内容进行报道。
    随着数字电视时代的到来，观众可以改变被动接受旅游信息的状况，这无疑是电视技术的一个革新
，同时也为传递旅游信息提供了更为方便的途径。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
同样，旅游信息商品的价格也是旅游信息商品劳动价值的货币表现。
但是，由于旅游信息商品有不同于物质商品的诸多特点，旅游信息商品价格在反映其价值时比物质商
品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具体表现在：    (1)旅游信息商品的价格更多地取决于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而不是决定于旅游信息商品
的价值。
如前所述，旅游信息商品的价值有效用价值、劳动价值和效益价值三种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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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信息商品价值内容的多样性，决定了旅游信息商品价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对于旅游信息商品的卖者而言，他更多地愿意以旅游信息商品的成本(费用)定价；对于旅游信息商品
的买者而言，他更多地愿意以旅游信息商品的效用(效用价值)定价。
旅游信息商品的价格与物质商品的价格一样，也会随着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产生波动。
由于旅游信息商品市场上供求关系变化多端，旅游信息商品的价格往往会大幅度地偏离其价值，并受
多种因素影响。
    (2)稀缺性和获利可能性是制约旅游信息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
旅游信息商品多属知识性、智能型，具有创造性，它的生产无统一模式，它的需求无一定常规。
因此，旅游信息商品价格受稀缺性和获利可能性的影响非常大。
越是稀缺的旅游信息商品，其价格可能会越高。
反之亦然。
所以说，稀缺性和获利可能性是调整旅游信息商品供求关系与产生旅游信息商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原因
。
    一，旅游信息商品定价的基础    信息商品的定价是近年来信息商品价格研究的核心内容。
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垄断价格论；效用价格论；价值价格论。
    (一)垄断价格论        垄断价格是指由信息商品生产和销售的垄断地位决定的价格。
垄断价格论者认为，由于信息商品生产具有惟一性、独创性和非重复性，信息市场缺乏激烈的竞争；
再者，人们为了保护信息商品的所有权、使用权，制定了种种产权保护法(如版权法、专利法等)。
这两种方面的交互作用，形成了信息商品的垄断性，因而，信息商品的价格是典型的垄断价格。
    但是，信息商品是多种多样的，并非所有的信息商品的生产和经营都是处于垄断地位的。
商品的成交也不是按照买方或卖方的价格，而是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决定的。
信息商品的生产者或经营者为信息商品价格的波动幅度规定了下限，信息用户为价格的波动幅度提供
了上限。
供求规律只有在这一幅度内才能发挥其对信息商品价格的作用，信息商品的买卖双方在此幅度内讨价
还价，最后确定比较合理的价格。
    (二)效用价格论    效用价格论是指信息商品价格是由信息使用后可能或实际产生的效用来确定。
效用价格论者认为，由于信息商品生产不存在平均化的社会必要劳动，信息商品中没有一个稳定的价
值实体，信息商品价值也不能作为比较的统一尺度和共同标准，信息商品的价格只有借助于其效用指
标才能正确描述，因而信息商品的效用也就成为信息商品价格形成的基础。
    但是，信息商品的效用比物质商品的效用更为易变、模糊和不易确定。
信息商品对不同的信息用户有完全不同的效用；即便是同一旅游信息用户，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
间、不同的环境下使用同一信息商品，其效用也完全不是确定的。
因此，效用价格论在实践上缺乏可行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三)价值决定论    价值决定论者认为，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生产旅游信息商品的个别劳动时
间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这是因为旅游信息商品生产的惟一性、独创性和非重复性所致。
旅游信息商品生产个别劳动的物化就形成旅游信息商品的价值，个别劳动时间决定旅游信息商品的价
值量。
它是旅游信息商品价格形成的基础，即旅游信息商品的价值决定其价格。
旅游信息商品的价格是其价值的货币表现。
    信息商品虽然具有一切商品所共有的价值而得以和其他商品交换，但是价值价格论这种观点只注重
价值的作用，把价格理论和劳动价值论等同起来，没有看到信息商品交换只有在充分竞争、供求均衡
、不存在垄断的情况下进行，价值才能决定价格，价格在数量上充分反映价值。
再者，由于信息商品的特殊性，不可能计算旅游信息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信息商品的价
值也无法衡量。
    综上所述，信息商品的价格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作为信息商品之一的旅游信息商品，其价格同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信息学>>

所以在确定旅游信息商品的价格中，要在坚持一般商品价格理论的同时，兼顾旅游信息商品的特殊之
处，合理地确定旅游信息商品的价格。
同时，必须全面地分析影响旅游信息商品价格形成的各种因素。
    旅游电子商务也包括五种类型，但主要是以下三种类型的应用：    1．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旅游电子
商务(B2C)    这是人们最熟悉的一种旅游电子商务。
消费者通过网络在网上购物、网上支付。
这种模式节省了客户和企业双方的时间和空间，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节省了不必要的开支。
旅游向个性旅游、休闲旅游与散客游发展的新形势下，传统的旅游组织形式已经无法满足这种发展的
趋势，B2C则给消费者的购买带来了更多的方便。
    2．旅游企业间的电子商务(B2B)    即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Internet或专用网方式进行旅游电子商务
活动。
企业间的电子商务是电子商务三种模式中最值得关注和探讨的，因为它最具有发展的潜力。
    3．旅游企业内部电子商务    即企业内部之间，通过企业内部网(Internet)的方式处理与交换旅游商务
信息。
企业内部网是一种有效的商务工具，通过防火墙，企业将自己的内部网与Internet隔离，它可以用来自
动处理商务操作及工作流，增强对重要系统和关键数据的存取，共享经验，共同解决客户问题，并保
持组织间的联系。
通过企业内部的电子商务，可以给企业带来如下好处：增加商务活动处理的敏捷性，对市场状况能更
快的作出反应，能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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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兴起，旅游信息在旅游业中所处的地位日益重要，其作用也日益明显，从而促
进了旅游信息交流的社会化、产业化与现代化，这为旅游信息学的建立创造了社会、科技条件；信息
科学、旅游信息管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则为旅游信息学的建立创造了理论条件；加之我国已经加
入WTO，外国旅游公司将携其资金、技术、优质服务等等优势长驱而入，必然引发我国旅游市场空前
的激烈竞争，而所引发的竞争从信息的角度进行理解，实质上是按信息化程度重新切分旅游市场蛋糕
。
我国旅游业必须正视问题，乘势而上，大力推进旅游信息化建设，才能占据主动，争取市场。
这为旅游信息学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对旅游信息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一方面，旅游业是信息密集型与信息技术密集型的
产业，旅游信息化建设是旅游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必然趋势，因此，进行旅游信息学的研究可以为旅
游信息化建设奠定理论基础，从而应对信息时代及我国加入WTO后旅游业发展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另
一方面，从学术上而言，对旅游信息学的研究既从信息的角度对旅游学的研究给予了全新的视角，又
为信息学在其他学科中的应用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
遗憾的是，由于旅游业是近年来在我国蓬勃兴起的朝阳产业，业界对于旅游信息学这一重要课题的探
讨与研究十分有限，这方面的论著更是一大空白。
我们在潜心研究、认真求证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旅游信息学》一书。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力求体现如下特点：    (1)体系新。
我们自创了本书的体系结构，分为旅游信息学理论、旅游信息工作、旅游信息产业、旅游信息管理四
大部分。
这四部分是紧密相连的。
    (2)观点新。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在认真思考与求证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如旅游信息的定义、旅游信
息的特征、旅游活动与旅游信息的关系、旅游电子商务等。
    (3)资料新。
我们所采用的资料，力求采用近年来该领域的最新资料。
    (4)辩证分析。
我们力图运用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本学科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刻辩证的分析。
    (5)多法结合。
一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二是图形显示与文字说明相结合；三是理论分析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
    将要完稿时，笔者心中惴惴不安起来。
由于涉及太多的相关学科，而且又是拓荒之作，因此，惟恐这本倾注了自己心血，同时也倾注了众多
同仁心血的抛砖之作“叫嚣于生人间，而生人并无所反应”。
如果能够有幸得到同行的批评，引起同行对于“旅游信息”这一课题的关注，起到引玉的作用，则可
告为慰藉，心中窃喜不已。
    本书得以付梓，是合力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我们借鉴了诸多同行的研究成果，并且陈敏辉老师参加了第十二章第三节的写作；另一方面
，我们得到了诸多长辈的悉心指导，陈福义教授、张安珍教授、陈能华教授等等，他们的教诲常使我
们如沐春风、茅塞顿开；同时，还要感谢中国旅游出版社诸多同志的鼎力相助；最后，要感谢的是广
大的读者，是你们给予了它更大的价值与充分的展示空间。
    由于对旅游信息学的研究刚刚起步，业界也没有太多的成果可供借鉴，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
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专家、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作者                         2002年10月20日于岳麓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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