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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旅游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旅游业的关注点是人们的休闲生活质量，中国旅游业30年的发展史正是一部中国人休闲生活方式的变
迁史，也是一部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史。
审视中国旅游业30年的历史进程，可以将其梳理为三个跨越式发展阶段，也就是三个10年。
1978～1988年是第一个10年。
这10年既是中国在拨乱反正中探索的10年，也是旅游业通过实施“适度超前战略”在国民经济中脱颖
而出的时期。
第一个10年，经验性观光旅游是这个时期旅游需求的典型特征，中国旅游业顺应这种历史潮流，从无
到有，完成了旅游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启蒙，实现了从计划经济的单一接待行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多元
服务行业的第一次跨越。
1988～1998年是第二个10年。
这10年既是中国在经济繁荣中开拓的10年，也是旅游业在实施“政府主导型战略”中实现产业化的时
期。
1994年实行双休日制度、地方政府把旅游业列入“九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是第二个10年旅游
业发展进程中的两个标志性事件。
第二个10年，体验性休闲旅游是这个时期的典型特征，方兴未艾的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为满足这种旅游
需求提供了专业化的技术保障，促进了旅游业从分散的经济现象走向系统的产业部门的第二次跨越。
1998～2008年是第三个10年。
这10年既是中国在继往开来中和平崛起的10年，也是旅游业从国内旅游与入境旅游两轮驱动走向国内
旅游、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并驾齐驱的时期。
1999年实行黄金周休假制度引发国内旅游井喷式增长、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2006年入境过夜旅游者接待人次跃居世界第三位、2007年传统节日纳入休假制度体系，是第三个10
年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四个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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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三个模块。
第一个模块是旅游管理的基本理论，重点论述了旅游管理的概念框架、学科体系和学理基础；第二个
模块是旅游管理的实现技术，具体阐明了旅游的流程化管理、标准化管理、信息化管理、企业化管理
、战略化管理、国际化管理、虚拟化管理的操作方法；第三个模块是旅游管理的实现途径，系统探讨
了旅游的公共管理、事件管理、风险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本次修改进行了系统化的创新，既注重展示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又着力体现
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教学的特色，突出旅游管理的专业性、基础性、综合性和应用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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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旅游管理研究的哲学方法论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方法是指人们为了解决某种问题所采取
的特定活动方式，既包括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包括改造世界的方式。
方法的基本含义是办法、技术和手段。
方法论可以理解为对方法的理论探讨，即关于方法的一门学说。
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是客观存在的，其存在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
旅游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旅游需求与旅游供给是对立矛盾的，这一对矛盾统一体共同推动了旅游活动
现象的发展和变化；旅游研究必须以旅游实践为基础，依赖于旅游实践，并最终为旅游实践服务。
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旅游管理研究方法有三个指导作用：第一，唯物史观揭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
史科学，旅游活动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其研究方法不是从概念出发，也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
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第二，唯物史观以揭示事物运动的本质为己任，旅游管理作为一门社
会科学，只能依赖于思维的抽象力，透过旅游活动的表面现象来发掘其深刻本质；第三，唯物史观坚
持质与量分析的统一，旅游管理学的研究必须在定性分析的前提下，进行精确的量的分析。
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将哲学的任务归结为现象研究，以现象论观点为出发点，拒绝通过理性把握感觉材料，认为
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就可以得到科学定律。
在实证主义的指导下，旅游管理研究应强调旅游现象的客观性，强调可通过实地访问、观察、实验等
方法来获取第一手资料，运用计量和数量表示，对旅游研究的结果进行反复检验。
这可以使我们更能防止主观倾向在形成旅游研究结论时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规范主义。
马克思规范主义概括起来主要有：制度分析、人的本质分析以及公平与效率分析。
在旅游管理研究中，运用规范主义哲学思想将一些长期自然形成的民族习俗、伦理、惯例制定成旅游
行业标准、规范，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
系统论与控制论。
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由要素和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的这些组成部分形成一定的结构，表现出特定的功
能，并与系统的外部环境相互适应。
系统论的主要方法有系统工程法、层次分析法、功能分析法和环境分析法。
旅游作为一个综合系统，可以运用系统论的所有方法进行研究。
控制论的关键在于它先要有预测的果——就是目的，然后从多种可能中选出某种估计能够得到预期结
果的动因，加以作用，以便实现预期的结果。
旅游管理的研究常常要从结果分析，导出动因所在，从而探讨如何促使动因推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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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这本书作为旅游类三本著作之一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选人《中国学术年鉴》，2007年被教育部
选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8年又应邀修编第二版，三年三大喜讯，说明这
本书自2005年5月出版以来经受了学术界、实业界和图书市场的三重检验，赢得了被认可和被赞许的结
果。
这不仅是《旅游管理原理与方法》的荣幸，也是我个人的荣幸。
因为这本书是一部纯粹的学术探索性著作，正如旅游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刘德谦教授在第一版序言中所
说：“这本书是针对旅游业经历快速发展阶段以后所面临的产业优化和专业转型的现实问题而设计的
，扩大了旅游管理学术研究的视野，深化了旅游管理学术研究的层面”；“这本书具有创新意义，具
有建设性的价值”。
这本书是在刘人怀院士、刘德谦、陈烈、马勇、田里、杜江、郑向敏等教授专家和黄金山、付蓉、宋
志伟等同人们的帮助下不断走向完善的，大家的鼓励让我在旅游学术砑究领域渐行渐远。
白晓亮和梁增贤的勤奋精神与英文能力使这本书的撰写和修改卓有成效，我为有这样优秀的学生深感
骄傲。
这本书在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书籍、期刊、报纸、网络和企业内部资料，尽管列出了主要
参考文献，但限于篇幅，还有许多没有罗列出来，在此对有关作者、编者和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的学生唐艳、曹秀玲、梁萍、余娟、赵晋良、张晓斌、张巧玲、胡学璐、杨丽芳、张银玲、刘萍、
聂莉、周春香、郭明珠参与了资料的收集整理，深表感谢。
2008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中国百年梦圆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拖累全球
经济下滑，还有让人头痛的雪灾、震灾、毒奶粉、楼市波动、股市震荡等大大小小的事件，把全世界
摆弄得树欲静而风不止。
这是一个历史的拐点，世界从此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
在这样剧变的环境下，能够从容不迫地出版这本纯学术著作，确实要感谢中国旅游出版社和付蓉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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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管理原理与方法(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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