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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研究新兴产业——休闲经济的产生背景、发展态势和市场变化的论文集，分为综合篇、产业篇
和发展篇三大部分，全方位阐释休闲经济理论的内涵和外延，深入探讨和论证产业相关领域和项目，
并提供政策性指导和可操作的规划建议。
本书作者曾为制定行业政策法规的主管官员，又是从事旅游研究多年颇有著述的学者。
既为官又治学的双重身份使这部具有学者独特视角和创见的论文集对行业有显而易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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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小安，男，1952年4月生于湖南衡阳。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魏小安自八十年代起从事旅游行政管理和旅游研究工作。
历任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旅行社饭店管理司司长、规划发展与财务司司长、中国国内旅游协
会副会长、国家旅游局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总监、全国旅游涉外饭店星级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全
国内河游船星级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办公室主任、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中央国家机关烹饪协会
副理事长等职务。

    魏小安在旅游行政管理工作领域贡献卓著。
自1988年至1993年，他是历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主报告及国家旅游局其他主要文件主要起草人之一。
1993年后，制定旅游行业管理的主要文件和各项标准。
参与十几年来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各项重大决策，工作性成果累计200多万字。
组织实施了旅游标准化、饭店星级评定、旅行社质量保证金、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旅游区（点）质量
等级评定、三区建设等重要工作。
  
    魏小安也是国内活跃的旅游学者，主要学术专长为旅游经济、旅游政策、旅游规划等。
他曾在中国科学院地理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旅游中心、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系、中山大学旅游规
划研究中心、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旅游经贸学院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和客座教授。
出版过大量研究著作，包括《旅游发展与管理》（中国旅游教育出版社）、《旅游饭店经营与管
理2000问》（中国旅游出版社）、《新编旅游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旅行社行业发展
报告》（中国旅游教育出版社）、《旅游标准化工作手册》（中国标准出版社）、《中国旅游业新世
纪发展大趋势》（广东旅游出版社）、《中国旅游饭店业的竞争与发展》（广东旅游出版社）、《目
击中国旅游——2001》（河北教育出版社） 、《旅游热点问题实说》（中国旅游出版社） 、《旅游纵
横》、《旅游目的地发展实证研究》（中国旅游出版社）、《旅游强国之路》（中国旅游出版社）、
《中国酒店批判》、《地方旅游发展创新》（广东旅游出版社）、《旅游开发项目创新》（广东旅游
出版社）、《旅游企业发展创新》（广东旅游出版社）等。
 此外，主编《旅游调研》杂志60期及《旅游管理与服务》48期。
在《中国旅游报》、《旅游学刊》等十几种报刊发表论文200多篇，共计5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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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休闲——生活的三分天下 　　一　我们过去活得太累了 　　二　永不消逝的“泡沫” 　　三
　旅游是一种生活方式 　　四　休闲的未来与未来的休闲 综合篇   休闲度假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一
　休闲度假产业的发展背景 　　二　休闲度假市场的发育 　　三　休闲度假的特点 　　四　如何促
进发展   中国休闲产业的发展 　　一　休闲产业的培育 　　二　打造休闲名城 　　三　如何促进休闲
经济发展 　　四　结束语：中国休闲元年   从节日旅游到假日旅游——关于黄金周的探讨 　　一　黄
金周的规律性现象 　　二　对黄金周的意见 　　三　从节日旅游到假日旅游 　　四　隔周双休制   假
日消费价格该不该涨？
 　　一　对假日消费的总体把握和总体判断 　　二　区别分析 　　三　价格管理与市场管理    后工
业时代与中国休闲文化 　　一　后工业时代的背景 　　二　我国后工业旅游的起步与发展 　　三　
旅游和休闲市场的发展模式与导向 　　四　后工业化的旅游休闲组织   休闲产业与制度创新   你休闲
了吗？
——《旅游卫视》对话录   世界休闲博览会的商机 　　一　休博会的意义 　　二　休博会的总体定位 
　　三　休博会带来了什么？
 　　四　休博会的商业机会 　　五　如何抓住商机？
   世界休闲博览会宣传促销及发展总体策划案 　　一　基本评估 　　二　筹备冲刺：营销休博会 　　
三　活动阶段：魅力休博会 　　四　从休博会到休闲城   休博会开幕式策划 产业篇   民俗旅游的特点
及发展 　　一　理论分析 　　二　现状分析 　　三　发展分析   产权酒店的发展 　　一　基本情况 
　　二　房地产市场对酒店市场的影响 　　三　产权酒店的意义 　　四　权利变化、权利均衡与权
利保障 　　五　产权酒店的发展   初露端倪的个性化旅游产品   分时度假的中国化 　　一　为什么会
有分时度假？
 　　二　分时度假产品的特点 　　三　分时度假的困难 　　四　发展问题 　　五　分时度假的重要
性   休闲房地产：概念辨析与产业发展 　　一　概念的辨析 　　二　链条与特点 　　三　产业发展   
赛马场如何发展？
 　　一　项目的意义 　　二　项目基础 　　三　项目风险评估 　　四　项目内容 　　五　操作   中
国邮轮经济：现象、活动与产业 　　一　怎么认识邮轮经济?  　　二　对中国邮轮经济的分析 　　三
　邮轮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万泉河漂流 　　一　面临的困难和优劣势 　　二　市场 　　三　定位
　　四　产品的重新包装 　　五　发展   中国“死海”运城盐湖 　　一　运城盐湖的理念 　　二　如
何规划建设？
 　　三　进一步延伸发展的问题   京都体育休闲区 　　一　休闲度假市场的形势 　　二　京都体育休
闲区的优势和弱势的分析 　　三　京都体育休闲区的总体思路 　　四　规划方案与项目安排   广东新
会古兜温泉 　　一　研究客源 　　二　研究资源 　　三　研究产品 　　四　发展问题 　　五　目标 
 海淀区皇家园林旅游休闲区 　　一　概念解析 　　二　存在的问题 　　三　解决方案   嘉兴湘家荡
旅游度假区 　　一　湘家荡的条件与不足 　　二　把握主题，培育需求   石象湖生态综合试验区 　　
一　现状的评价 　　二　关于空间布局 　　三　周边联动 　　四　综合性开发 　　五　现在的项目
构想   博物馆的市场化 　　一　旅游与博物馆 　　二　博物馆的情况与问题 　　三　研究市场 　　
四　深度发展   科技旅游的发展 　　一　科技旅游的市场基础 　　二　对科技旅游的认识 　　三　科
技旅游的基本情况 　　四　特点 　　五　促进发展 发展篇   国家旅游度假区发展分析 　　一　中国
旅游度假产品发展过程与现状 　　二　国家旅游度假区的发展轨迹分析 　　三　休闲度假的市场的
形势和特点 　　四　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城市旅游的新发展——广州荔湾区建设中心游憩区断想 　　
一　从广州的整体角度看荔湾区的旅游发展 　　二　中心游憩区的建设 　　三　具体项目的点评   环
城市休闲度假带 　　一　边缘性、新兴性与变化性 　　二　半壁江山 　　三　发展模式 　　四　市
场特点 　　五　12条经验 　　六　政府的误区 　　七　小康旅游与城市化发展   海岛文化的国际化发
展 　　一　产业定位 　　二　发展模式 　　三　关于海岛文化 　　四　发展目标 　　五　项目的综
合性配置   打造沿海后花园的江西旅游 　　一　后花园战略的意义 　　二　后花园的市场研究 　　三
　目的地和旅游产品 　　四　后花园的开发建设 　　五　旅游的深化发展   黄山祁门旅游 　　一　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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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在黄山旅游里的定位 　　二　祁门的旅游资源 　　三　祁门发展的优势和弱势 　　四　转换与创
新 　　五　关于牯牛降 　　六　形成一个好的机制   从旅游产业规划到休闲发展规划——对密云旅游
发展总体规划的意见 　　一　对规划的总体看法 　　二　两个思路性的看法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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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休闲产业与制度创新    自1999年9月21日国务院发布了新的节假日管理办法以来，我们已经经历
了15个旅游黄金周，国民的旅游需求全面释放，迅速成为国民经济生活中的消费热点。
2000年的“五一”黄金周，被新闻界惊呼为“井喷式”和“爆发式”的消费现象，其实这正是旅游消
费达到临界点而产生的矩形排浪式消费的表现。
在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特点，进一步形成了一些规律性的现象。
    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集中性冲击，这是世界性的现象，也是规律性的现象。
二是结构性变化，主要表现为春节期间民工潮、探亲潮、学生潮和观光潮集中流动，但流向遍布全国
。
从大旅游的角度来看，上述“四潮”都在旅游范围之内，但目标相对明确，观光与“逃节”也联系在
一起了。
“五一”期间春暖花开，处处宜游，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踏青”习俗扩大了范围，延长了路线，拓展
了空间，以观光为主体的客流集中冲击，集中体现。
“十一”期间则转化为短线游、周边游为主。
流量并未减少，流向逐步变化。
消费结构和消费心理都有所调整。
三是随着阅历的增加和经验的积累，旅游者的成熟程度大大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也大大增强。
从供给角度来看，一是新的旅游区点不断增加，丰富了品种，也产生了一定的分流之效。
二是旅游行业全力以赴，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三是全社会动员，各行各业都在努力，以安全为上，秩序为本，效益为根，力求在黄金周做好这些工
作。
为此，国务院成立了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各地也层层组建，高效运行，从政府层面加强组织协调
。
各级各类媒体进行预报，加强分析，指导旅游者，服务旅游者，都见到了好的效果。
这是世界旅游发展史上的创新之举，是市场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然，创新也必然意味着不成熟，意味着探索，也同样包含着发展的过程，也预示着未来的发展前景
。
    但严格地说，上述还只是节日旅游，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假日旅游。
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节日旅游的火爆，就会使旅游运行的季节性起落更加突出。
按照高峰期配置经济资源，并不是经济人应有的行为，但如果不能满足高峰期的需求，又必然是质量
的下降，或者是低质量的替代。
因此，要从节日旅游提升到假日旅游。
几年来，从政府部门到学界一直到旅游者，都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的建议。
从目前的实情来看，比较集中也相对好操作的事情有三：一是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度，这件事情不是
制度的创新，只是已定制度的落实。
二是推行奖励旅游方式，对于企业而言，发货币、发实物和“发”旅游都是奖励方式，而奖励旅游却
具有多方面的效应。
可以培养团队精神，可以扩大企业影响，也是一种员工培训方式。
这件事情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实行多年，已成常规。
三是抓好寒暑假市场，这一市场不仅是学生市场，而是围绕着学生形成的一个教职员工和家长的市场
群。
这三件事情如果能比较到位，假日旅游的发展就自然会上一个大台阶。
    再进一步，则是从假日旅游到休闲时代。
目前，城市人的全年法定节假日114天，如果再加上各类其他休闲时间，总体闲暇时间将达到全年的三
分之一。
这意味着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休闲时代，也意味着一个新的产业的形成，即休闲产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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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中国人几千年的社会生活中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也将引发一系列新的变化。
这需要建立新的生活观，新的文化观，新的产业观。
三分之一的时问处于休闲状态，我们学会怎么去生活了吗?三分之一的资源将向休闲产业转移，我们准
备好了吗?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休闲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可以保持内心的
安宁，我们需要崇高的美德去工作，同样需要崇高的美德去休闲。
”    在这个自在但尚未自觉的时代中，市场经济又一次体现出自生的敏锐性和对资源基础性的配置作
用。
几年来，一系列新的现象开始萌发。
度假市场在逐步发育之中，对应市场的新需求，度假产品也在逐步发展。
其中，国际化的分时度假和产权酒店变成了两个亮点，迄今为止，规模不大，但影响较大。
之所以能够如此，恰在于创新的意义。
由此也引发了不少的议论和批评。
另一方面，旅居结合，景观房产的概念也为业内所瞩目，并随着小康生活的来临而付诸实践，也见到
了突出的效果。
同样，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
    “桔生淮南则为桔，移之淮北则为枳。
”桔枳之差在于土壤、气候和环境。
分时度假的基本要求是市场经济下的信用环境，产权酒店的基本要求是投融资环境，房地产创新的基
本要求是文化环境，我们是否具备这样的良好环境?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个喜欢“刮风”的国度，凡有
新事，必蜂拥而上，然后形成泡沫。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还好说，狂风巨浪一起，又可能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此外，新事物需要新规则，形成新秩序，几年来的一些反复从客观上已经提出了这个要求。
但从根本来说，还是休闲时代需要休闲产业，休闲产业需要全面创新。
同样，这一创新应当是市场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这些创新的前提或基础应当是理论创新。
需求呼唤供给，市场呼唤规范，行业呼唤发展，发展需要探索，探索需要研究，研究需要理论。
现在的状况是需求者忐忑，供给者彷徨。
许多人看到了这一市场，又不知深浅，不敢下水。
当然，也有若干先行者，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呛了水或正在呛水之中，这似乎又要陷入一个模式，即老
话所说的“革命者死了，革命万岁”或新话所说的“新经济公司死了，新经济万岁”。
这种模式化的情景是否会在这一市场上复制，不得而知，但一句“中国国情”，曾使多少创新者扼腕
叹息却是屡见不鲜的事实。
    面对萌发的市场、艰难的探索和众多的困难，需要积极研究国际经验，跟踪国际动态，以他山之石
而攻玉，以拳拳之心而促进。
我们需要以宽阔的视野，从国际到国内；以扎实的分析，从理论到实际；以敏锐的眼光，从环境到实
务；以发展的预见，从现在到未来。
因为事物本身并不成熟，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更深层次的探讨，但提出问题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基础。
希望今后不断有新的问题提出，也不断有新的探讨产生，以促进新的发展。
P.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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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休闲并非是一种新现象，但对它的研究，尤其是从经济的角度，从产业经营的角度的研究，
并不多见。
这本书的特点在于，深入浅出，把深奥的理论通过活生生的例子进行了全面的诠释；还在于，独辟蹊
径，从具体的、看来并无太多联系的活动中探究出规律，升华为理论。
因此，在休闲与旅游领域中，它是研究工作者了解实践、实际工作者探究理论的好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张广瑞　　读了最近的一些有关休闲的书籍和论
文后，再读魏小安的《中国休闲经济》书稿，的确有耳目一新之感。
由于书中的内容多是来自实践，而且作者也没有刻意追求所谓理论完整的打算，所以既能够写起来洋
洋洒洒，痛快淋漓；同时必然给读者带来阅读时的轻松愉快，会心有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
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级研究员　刘德谦　　在休闲状态下、以休闲的心态阅读魏小安的《中国休闲经济
》一书最合适不过了。
除了对小安先生的学识深深折服之外，也为中国第一部休闲经济著作的出版而欢呼雀跃。
他让我们理解了休闲产业的现在与未来，让我这个旅游从业者对旅游和休闲产业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又让我这个旅游管理者明白了应该怎样去培育休闲产业。
 　　一部好书，要让人读懂，然后给人以启迪，我想，《中国休闲经济》一书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副主任旅游学博士　崔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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