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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45年，托马斯·库克成立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标志着世界旅游业的出现。
但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旅游业，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
从那时至今，旅游从为少数上层阶层所能享受的活动发展到现今大众旅游和社会旅游时代，仅经历
了50多年的时间。
在这短短50多年的历程中，世界旅游业发展大大超出世界经济总体发展速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
之一。
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2005年国际旅游人数首次突破8亿人次，全球平均增长率高达5．5％
；2006年国际旅游人数达到8．42亿人次，同比增长4．5％，超出了旅游业的发展预期。
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10年，全世界每年将有10亿多人出国旅游。
旅游不仅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它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还是影
响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一个重要因子。
　　中国是一个旅游资源大国，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景观优势。
上下几千年的文明积淀，方圆，960万km2的国土，使中国的旅游资源在世界上无与伦比。
尽管我国旅游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
但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正从一个旅游资源大国走向旅游接待大国，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
作用日益凸显，其强劲的发展势头为世界所关注。
2006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13．94亿人次；入境旅游人数12494万人次，全国旅游外汇收入339．49亿美
元，出境旅游总人数为3452．36万人次。
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和第四大出境旅游客源国。
届时中国入境旅游人数可达2亿人次，国内旅游人数可达26亿人次以上，出境旅游人数可达1亿人次左
右，游客市场总量可达30，亿人次左右，居民人均出游可达2次，旅游业总收入可达2万亿元人民币左
右。
“十一五”期间，中国旅游业将每年新增直接就业70万人、带动间接就业350万人。
到201l5年，中国旅游直接拉动和间接就业总量将达1亿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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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全书共分14章，分别介绍了旅游资源学绪论、地文景观类旅游资源、水域风光类旅游资源、生物景观
类旅游资源、天象与气候景观类旅游资源、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建筑设施类旅游资源、旅游商品类
旅游资源、人文活动类旅游资源、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旅游资源信息系统、
旅游地图的编制和旅游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每一章设置本章概要、学习目标、关键性术语、章首案例、章尾案例、复习题、经验性练习、案例分
析、本章推荐阅读书目等栏目。
全书采用《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家标准，阐述各旅游资源类型、成因、开发与保护，并突
出介绍旅游资源管理的现代技术——旅游资源信息系统和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既注重与国际旅游研
究新趋势相融合，又紧扣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研究的实际，逻辑性强，体系完整，体例新颖，内容翔
实，应用性强。
可供高等学校旅游管理、地理科学、环境科学、城市规划等专业做教材使用，也可作为旅游、管理、
经济、环境、规划等行业部门的管理人员和科技工作者的参考书，并能作为区域旅游资源调查、普查
的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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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旅游资源学的学科研究　　1.1.1　旅游资源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泰
宁现象”让我们认识到，旅游资源学是推动旅游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学科。
正确地理解旅游资源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旅游资源学学习的前提和基础。
　　1.1.1.1　旅游资源学的研究对象　　科学研究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矛盾性区分的，因此，对
于某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研究，就构成某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
我们认为，旅游资源学是研究各种旅游资源及其现象，即研究旅游资源的形成、特点、分类、分布、
开发规划和保护措施的学科。
简言之，旅游资源学是研究旅游资源及其与旅游社会经济活动关系的学科。
　　1.1.1.2　旅游资源学的研究内容　　（1）研究旅游资源形成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与历史背景　
　各类旅游资源都有其自己形成的渊源，自然旅游资源是各种自然因素相互作用，长期演化的结果；
人文旅游资源是特定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具有自然形成的属性。
旅游资源的开发，必须从研究旅游资源的形成机制人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展现旅游资源的科学价
值，深入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深刻认识旅游资源的文化属性，提高旅游资源的艺术与观赏品位
，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旅游资源的效益功能。
　　（2）研究旅游资源的特点与分类　　在认识各类旅游资源形成机制普遍规律的基础上，要寻找
各类旅游资源之间的差异，找出不同旅游资源的特点，注意不同特性资源的互相转化。
旅游资源之间差异越大，特点越鲜明，开发价值就越高。
所谓旅游资源特点，是指旅游资源的鲜明个性，即“特殊本质”。
对旅游资源特点的认识，要做深入的考察、科学的分析、广泛的横向对比才能实现。
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旅游资源内涵的延伸，旅游资源的种类与数量越来越多。
对旅游资源做出合理的科学分类，是认识与研究旅游资源的前提与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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