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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三十年来我国旅游管理高等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
，其过程是艰辛的，其成就也是巨大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管理高等教育基本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88年的10年探索性发展期，这是我国旅游管理专业高等教育发展的起步阶段。
国家旅游局是该时期我国旅游管理高等教育的主要推动力量，在当时联合国内8所高等院校开办了最
早的旅游管理系或者旅游管理专业。
第二阶段是1989年至1995年的7年成长性发展期，这是我国旅游管理专业高等教育发展的培育阶段。
该时期旅游管理高等教育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旅游业对人才的需要和高等院校自身发展的要求，不断
加速的旅游产业化进程引起了各地政府和高等院校的普遍重视，而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的“抢手”则
进一步增强了高校开办旅游管理专业教育的信心。
第三阶段是从1996年至今的规范性发展时期，这是我国旅游管理专业高等教育发展的成熟阶段。
该时期我国旅游业国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影响的扩大，为我国旅游管理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和规范化
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一方面开办旅游管理专业的高等院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另一方面很
多院校在课程设置、师资、教材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化建设。
　　然而，需要我们清醒认识到的是，我国旅游管理高等教育在快速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的问题
，比如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定位不清晰、在教学培养模式上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脱节等。
有鉴于此，我们编写了这套实用型的系列教材，并期望在下列几个方面做出一些成绩，为推进我国旅
游管理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第一，凸显专业应用特色。
旅游管理专业是典型地应用型专业，在教学过程中理所当然地要在各个环节有意识地体现出其应用性
的特点，因而在教材建设上也相应地需要在理论阐述的同时丰富其实务内容。
为此，我们在为本丛书中的每一部教材精心遴选作者时都尽量吸纳学界和业界的专家共同参与，以使
教材既有所需的理论深度，又能反映行业最新动态。
在体例和版式设计上，我们也尽可能安排案例解析、补充阅读等。
　　第二，推广优质教学资源。
旅游示范院校和各级旅游精品课程集中着较多的优质教学资源，如何将这些优质资源统合起来并广泛
地传播开去，使更多学校和学生受益也是值得思索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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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吸收和借鉴国内外旅游景区管理研究最新成查的基础上，力求全面地阐述旅游景区管理的理论
和方法，本书在体例编排上有所创新，强调通过课前导读、本章案例、本章小结、复习思考等形式帮
助读者掌握内容。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景区管理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旅游景区的概念、类型与发展状况　课前导读　第一节　旅游景区的概念和类型　第二节　
旅游景区的发展历程　第三节　我国旅游景区的等级划分　本章案例　本章小结　关键概念　复习思
考题第二章　旅游景区管理的理念、目标和内容　课前导读　第一节　旅游景区管理的核心理念　第
二节　旅游景区管理的目标、职能和内容　本章案例　本章小结　关键概念　复习思考题第三章　旅
游景区战略管理　课前导读　第一节　旅游景区战略管理概述　第二节　旅游景区战略环境分析　第
三节　旅游景区总体战略的选择　本章案例　本章小结　关键概念　复习思考题第四章　旅游景区组
织管理  课前导读  第一节　旅游景区组织管理的概念  第二节　旅游景区组织系统的建立  第三节　旅
游景区组织的管理体制  本章案例  本章小结  关键概念  复习思考题第五章　旅游景区资源与产品管理
　课前导读　第一节　旅游景区资源的分类与评价　第二节　旅游景区产品的开发与设计　第三节　
旅游景区产品的生命周期　本章案例　本章小结　关键概念　复习思考题第六章　旅游景区财务管理
　课前导读　第一节　旅游景区财务管理概述　第二节　旅游景区投资与赢利　第三节　旅游景区成
本费用控制　本章案例　本章小结　关键概念   复习思考题第七章　旅游景区营销管理　课前导读　
第一节　景区营销调研与目标市场选择  第二节　旅游景区产品策略　第三节　旅游景区销售渠道策
略　第四节　旅游景区促销策略　本章案例　本章小结　关键概念　复习思考第八章　旅游景区人力
资源管理第九章　旅游景区服务质量管理第十章　旅游景区环境质量管理第十一章　旅游景区信息化
管理第十二章　旅游景区安全和危机管理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景区管理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旅游景区的概念、类型与发展状况　　第一节　旅游景区的概念和类型　　旅游景区是
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文资源、自然景观的精华，是展示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重要窗口。
从旅游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旅游景区是旅游活动的核心和空间载体，是旅游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
观赏旅游景区是人们旅行的主要动机。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整个旅游业都是依附于旅游景区而存在的。
因此，旅游景区管理在整个旅游业管理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成败得失从宏观方面而言，可能
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从微观方面看则会直接影响到相关旅游景区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美誉度。
　　一、旅游景区的定义　　旅游景区（tourist attraction）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一系列相
对独立景点构成，是供人们从事经营活动，能满足旅游者观光、休闲、娱乐、科考、探险等多层次精
神需求，具有明显的地域边界、相对独立的小尺度空间的旅游地。
根据这个定义，一个经营性的旅游景区至少应包含以下五个要素条，件①：①经营主体，即有统一的
经营管理机构对景区进行管理；②独立职能，即景区应是一个独立的职能单位，要有专门的人、财、
物和场所；③空间范?围，即景区的空间地域范围应是明确固定的；④旅游功能，即应满足游客的旅?
　　游消费需求；⑤服务设施，旅游景区要有必要的服务设施，如交通设施、住宿设施、餐饮设施等
，这样才能为旅游者提供相应的服务产品。
　　二、旅游景区的地位　　旅游景区是旅游业的核心要素，是旅游产品的主体成分，是旅游产业链
中的中心环节，是旅游消费面的吸引中心，是旅游产业面的辐射中心。
旅游景区的地位和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旅游产业的核心要素　　旅游景区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在旅游产业的食、住、行、游、
购、娱六大要素中居于核心地位。
旅游景区是旅游吸引力的根本来源，是旅游活动的直接动因和旅游消费的吸引中心。
人们选择旅游目的地，安排旅游行程，首先考虑的是旅游景区的吸引力程度，其次才考虑交通及其他
配套设施的完善程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旅游景区是旅游业六大要素中的核心要素，其他各要素只是配套条件和辅助要素。
国家旅游局发布的《2005年中国旅游景区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旅游景区已经达到2万处，形成我国旅
游业的半壁江山。
　　（二）社会文明的窗口与地方形象的载体　　旅游景区通常是社会文明的窗口、地方形象的载体
，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好的景点就是一张名片，对区域经济会产生很强的市场影响力。
例如，黄山是国内外知名的旅游景区，品牌知名度远远高于其所在地屯溪；知道张家界的人很少知道
湖南省有个大庸；云南中甸，在“香格里拉”热以前也是默默无闻。
为了利用名山、名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近年来不少地方纷纷更名，黄山市、张家界市、香格里拉县
应运而生。
除此之外，旅游景区还是地方文化和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是旅游景区的重要内涵，景区中的歌舞节目和节庆活动都浓缩了民族
文化的精华，所以旅游景区不仅是民族文化展示的载体，还是民族文化保存和发展的舞台。
一些旅游景区特别是文化遗产地，还是我国璀璨历史文化的杰出代表。
长城、故宫、秦始皇陵兵马俑、都江堰工程、敦煌壁画等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都是华夏文明史上先
进文化和先进科技的缩影，凝聚着人类文明和杰出智慧。
　　（三）旅游产业发展的增长点　　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作为旅游吸引力根本来源和旅游消费
原动力的旅游景区，对其开发建设成为产业扩张的重点，其经营管理成为产业发展的着力点，其消费
能力成为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
我国到2020年建设成为世界旅游强国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培育和建设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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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游景区精品。
加快我国旅游业发展要实施精品战略，努力建设和推出一批在海内外市场上影响力大和竞争力强的旅
游景区、景点和旅游线路，推进旅游产品多样化，要进一步丰富和优化旅游景区的产品和服务，增加
旅游产品的文化科技内涵，提高参与性和吸引力，要突出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为了加快旅游资源开发，加强旅游景区建设，国家设立了“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基金”，对开发
旅游景区进行大力扶持，并积极利用国家长期国债资金，重点支持旅游景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
旅游国债项目的实施有力地带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增加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使得旅游景区（点）的旅
游专用公路、游览步道，以及一大批供电供水、垃圾污水处理、环境整治、安全保障设施得到了很好
的改造和完善，扩大了旅游景区环境容量，增加了旅游产品供给，对推动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现实
旅游生产力的形成和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
可以预计，随着旅游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旅游配套功能的完善，旅游景区在旅游产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和作用将凸显出来，成为新时期我国旅游经济的主要增长点。
　　三、旅游景区的基本类型　　对旅游景区进行分类，有助于了解旅游景区的性质，提高旅游景区
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分类角度的不同，旅游景区的分类结果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一般地，旅游景区的类型可以从资源属性、经济属性等角度进行划分。
　　（一）自然景观类景区和人文景观类景区　　由于旅游景区与旅游资源的关系十分密切，对旅游
景区的分类往往参照旅游资源的分类系统，旅游景区可以划分为自然景观类景区和人文景观类景区两
大类。
　　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景区称为自然景观类旅游景区，这类旅游景区往往是由多个自然类旅游景点组
成，并辅以一定的人文景观的相对独立的景区，以名山大川和江河湖海为代表。
如黄山、西湖、九寨沟、张家界和尼亚加拉大瀑布等。
自然类旅游景区又可以分为山地型自然旅游景区、森林型自然旅游景区、水景型自然旅游景区、洞穴
型自然旅游景区以及综合型自然旅游景区等五个亚类。
　　人文景观类旅游景区是由多个人文旅游景点组成，并以一定的自然景观为背景的相对独立的景区
。
典型的代表如故宫、颐和园、八达岭、上海东方明珠、巴黎卢浮宫等。
人文景观类旅游景区又可分为历史文化名城、古代工程建筑、古代宗教、古代园林以及综合型人文旅
游景区等五个亚类。
　　（二）经济开发型景区和资源保护型景区　　旅游景区也可划分为经济开发型景区和资源保护型
景区两大类。
前者完全以赢利为目的，基本采用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后者以公共资源为依托，以资源保护为主要目
的，且政府对其管理的干预程度较高。
①　　经济开发型景区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其开发经营主体来源多样化，既可以是国有企事
业单位，也可以是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而且其资金来源也十分广泛。
但是，各种经营主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基本上都采用了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能够遵循市场经济
规律，采取政企分开、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的管理模式。
主题公园、各类旅游度假区都是典型的经济开发型景区。
　　资源保护型景区的管理目标具有多重性，其中保护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文物遗迹和地质遗存
等关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是这类旅游景区的首要管理目标。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资源保护型景区属于社会公共产品的范畴，如国家认定的风景名胜区、地质公
园、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等。
对于这类旅游景区来说，其旅游业的发展不能违背保护资源、遗迹和文物，并能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
由于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特征，这类旅游景区在经营上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垄断性，政府对其干预程
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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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的景区类型划分方法　　除了从资源属性、经济属性等几个角度对旅游景区的类型进
行划分外，还有一些旅游学者提出了其他的旅游景区类型划分方法。
例如，美国旅游学家格尔德纳等人在《旅游业教程》一书中，把旅游景区划分为五大类型，如图1-1所
示，即文化景区、自然景区、节庆活动、游憩景区和娱乐景区。
格尔德纳等的旅游景区概念范围较为宽泛，他们把吸引人们前去观光旅行韵各类吸引物都包含在内，
其中，节庆活动、旅憩景区和娱乐景区每年都吸引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前去消费，向游客提供了观光、
购物、娱乐、康乐等多种旅游休闲途径，格尔德纳认为它们都应属于旅游景区的概念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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