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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沈文馥给我寄来他的大作《海西旅游产业发展与高职教育研究》的第二稿，希望能为之作序。
一看到书名，我的眼睛就为之一亮。
“海西”何所指？
是不是中国又一个新兴的社会经济增长极？
好奇心驱使我一口气读完这本不算太厚的“小书”。
果然，这本著作研究的是海西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缓慢与旅游高职教育改革的问题，这是中国又好又
快大发展中又一个新崛起的、已往因为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发展滞后的领域——海西旅游产业发展
与旅游高职教育改革的问题。
　　我从事高校教学工作多年，但毕竟不是教育专家；加之，我又是他攻读硕士时的指导教师，前者
使我难以准确地评价此书，后者使我难以公允地评价其人。
　　勉为其难吧！
我想我应该发扬发扬“内举不避亲”的国人传统，至少可以谈谈我读此书的体会和感受。
　　一、选题好。
随着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海峡两岸经济已经迎来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旅游产业将大发展
已成不争的趋势。
海西高水平的旅游产业发展需要高水平的旅游服务与管理人才，可海西满足不了，问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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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为5章：第1章绪言，介绍本书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及全书架构，
并厘清关键概念；第2章为福建旅游产业与人力资源现状，通过对福建旅游资源特色、产业概况、行
业分布、未来产业发展空间布局以及存在问题的分析，引发对福建旅游企业人力资源需求的分析；
第3章为面向海西旅游产业发展的高职教育，通过对海西旅游类专业设置与招生规模、专业类型需求
、旅游职业领域与主要就业岗位以及旅游人才职业能力与岗位能力的分析，探讨以岗位职能为导向的
海西旅游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第4章为海西旅游高职教育国际比较，通过对澳、德、美及中国
台湾等国内外高职教育特点和趋势的分析，引发对海西高职旅游人才培养的思考；第5章为海西旅游
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探讨海西旅游高技能人才培养途径，为海西旅游发挥先行
先试作用提供直接有益的方案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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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文馥，1968年生，福建诏安人，公共管理硕士，副教授。
现为漳州职业技术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系副主任，教育部高职高专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双师型教师
”。
国家旅游局饭店总经理、旅行社总经理从业资格和全国导游人员资格等级考试福建省现场口试考评员
及福建省茶艺师职业资格考评员，兼任漳州市人民政府旅游行业行风评议小组成员等职务。
 
    从教20年，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中国经贸导刊》《改革与战略》《漳州师范学院学报》《闽
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论闽南文化与闽台区域旅游经济合作》入选
《地缘·根源·家园——闽台地缘关系研究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
与归宿》入选《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研究》(华星出版社，2006)。
2007年至今，主建福建省高职高专精品课程——饭店人力资源管理，主编“高职高专旅游及餐饮管理
类专业规划教材、福建省精品课程配套教材”《饭店人力资源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主持
完成福建省教育厅2005年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海西”旅游产业的发展与高职人才培养改革的实践》
及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6年度教育部规划课题《海峡两岸高职院校立体式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的子课题《高职旅游类人才培养“团队导师制”教学管理制度改革方案研究》等教学科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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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单体统计，可以得出结论：在31个旅游资源亚类中，海峡两岸拥有除冰雪地外的30个亚类资源，
地域范围广阔使得区域旅游资源类型丰富、数量众多。
其中，旅游资源实体的总数为4834处，主体区域福建和台湾旅游资源共有4559处，占到旅游资源总数
的近95％；广东汕头地区和浙江温州地区由于地域范围较为狭小，资源数量较少，分别为108处和167
处；并且区内资源类型齐全，基本覆盖了上述分类标准的八个主类。
　　截至2008年年底，福建已拥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7个、优秀旅游县5个，国
家旅游度假区2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2个，国家森林公园21个，国家地质
公园8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5个，国家A级旅游区44个，其中4A级27个、5A级2个（武夷山、鼓
浪屿），基本形成了“山海一体，闽台同根，民俗奇异，宗教多元”的福建旅游鲜明特色。
迷人的武夷仙境、浪漫的鼓浪琴岛、神圣的妈祖朝觐、动人的惠女风情、奇特的水上丹霞、神奇的福
建土楼、光辉的古田会址、神秘的白水洋奇观、壮美的滨海火山、古老的昙石山文化等成为福建独具
特色的十大旅游品牌；武夷山、福建土楼分别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世界
文化遗产地；泰宁成为世界地质公园。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福建省东、西部旅游资源的分布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西部自然旅游资源见长，
东部人文旅游资源突出；西部丹霞岩溶自然美，东部花岗石景文物多；西部文化资源星散，东部文化
之流壮阔。
从资源类型上来看，福建省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①广泛分布，相对集中。
在滨海生态旅游资源中，海蚀、海积相间分布，沙滩和较平坦岛屿以闽南为佳，岛山和海湾以闽东为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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