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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详细占有材料，贴近旅游实践　理论联系实际是任何研究都应该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应用
性学科的研究尤其如此，更应该遵循“是何——为何——如何”的研究逻辑。
但知易行难，在旅游研究过程中恰恰常会发现忽略详细占有材料的问题，一些研究，往往是在尚不知
“是何”的情况下，却洋洋洒洒地去论述“如何”。
　　比如，旅游跨国经营的问题，多数人从日本经验出发，机械地推断我国的跨国经营应随着出境游
的扩展而大发展，而不顾及我国出境旅游者的消费特征、跨国经营目的地国发展空间的大小、港澳台
地区出境游先行优势对內地跨国经营的影响等方面的现实情况。
类似这样的研究成果最多只能是一些原則性、口号性的研究，并不能对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多大的实
践指导作用。
　　再如，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私家车拥有量的增加、高速公路建设的加快，自驾
车旅游成了研究的焦点。
有很多研究指出，汽车租赁网络建设是推动自驾车旅游的关键。
这种思路本身没有错，可关键问题不在于我国是否需要建设完善的汽车租赁网络，而是为什么我国没
有出现这样的租赁网络。
租赁网络不发达，实际上与我国的交通管理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制度性因素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技术性的问题好解决，制度性的障碍才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因此，旅游研究者首先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旅游者，应该用自己的眼睛更多地去看这个缤纷
的世界，而不是在斗室中展开想象的翅膀。
研究者应该更多地深入实践，应该相信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应该高度重视实践中企业家们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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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有条件成为世界旅游教育的中心。
为了使这个美好的目标得以实现，旅游研究工作者就需要在旅游理论方面取得更多的理论创新成果，
而不只是从国外旅游研究同行那里寻找论题和智慧。
旅游研究的综述是需要做的，理论工具也是需要“拿来”的，同时，以外文文献发表时间为综述质量
之优劣的判断标准和只“拿来”无“主义”的现实，都是应该改变的，研究如果只是停留在综述和“
拿来”的层面，我国的旅游研究水平只会永远处于世界旅游研究的“外围”！
同样地，旅游学科也永远只能处于我国专业学科体系的“边缘”。
　　客观地讲，选择这个题目进行研究，有些超出自己的能力，但是，能够写一些对旅游研究和旅游
发展实践或许有用的文字，一直是笔者的理想。
本书的编写分为十个专题，分析了我国旅游经济发展与创新的问题，主要是从旅游目的地总体意义上
进行研究，包括旅游市场发展、旅游目的地发展与创新的框架性思路、旅游向休闲的转型问题、旅游
体验问题、遗产型目的地开发与利用问题，以及旅游就业、旅游教育、旅游保险等问题，同时也对一
些目的地现实发展中的具体领域问题进行了分析，包括旅游索道建设、经济型饭店发展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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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旅游市场发展现状与对策　　在国家旅游局2005年中国旅游业发展重大课题之一的《三
大旅游市场协调发展的政策研究》中，笔者对市场发展提出了以下16条建议：　　（1）国内旅游是每
个国家（除国内需求贫乏的小国外）旅游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
同时，也是旅游相关中小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
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帮助中小企业实现现代化。
　　（2）发展国内旅游不仅是出于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且应该提升到推动经济发展地区平衡、巩固
民族特性、提升国民素质和生活质量、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高度上来加以认识，应该通过各方努力制
定《中国旅游法》。
　　（3）国家对国内旅游的重视应该落到实处，采取诸如与“韩国人首次游韩国”相类似的全国性
国内旅游营销活动。
　　（4）应该采取措施缓解因为收入分配体制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国内旅游支付能力贫乏问题。
　　（5）应该在闲暇时间安排上，充分考虑国内旅游休闲的需要。
　　（6）应该将国内旅游放在与入境旅游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7）大力发展入境旅游是多数国家的一贯政策取向，入境旅游仍是我国最具出口竞争力的服务
贸易部门，应该一如既往地采取措施推动入境旅游数量和质量的改善。
　　（8）应该从部门设置上保障旅游相关政策之间的协调和部门协调，包括建立旅游工作小组、部
际协调会议（每月一会）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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