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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旅游业已超过如石油、汽车等传统的霸主性行业而跃居全球第一大产业。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日益成为现代人类社会主要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
，旅游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势头最强劲的产业之一，日益凸显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伴随旅游产业功能的不断增强，旅游业在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推动
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扩散和蔓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还在加深。
但我国旅游业却逆势上升，并进入快速增长的黄金发展期。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预测和有关的数据，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和第四大客源
输出国。
作为新兴消费热点行业之一的旅游业，在我国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产业地位的不断提高，带来了旅游教育事业的发展，对相应的旅游专业人才的需
求量也越来越大。
随着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旅游高等职业教育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具有较高素质的应用型人
才更是供不应求。
《旅游学概论》是高职旅游系列专业的入门课程，是研究、学习旅游发展规律、培养学生从事旅游工
作所需基本素质的必修专业基础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社会经济发展与旅游活动的关系，明确旅游活动的内容、种类和表
现形式，了解旅游和旅游业的发展趋势，系统地掌握从事旅游工作必需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及应用
技能，成为适应我国旅游事业发展需要的优秀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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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学概论》围绕旅游活动的全过程，以旅游业从业人员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职业
能力为出发点，既借鉴国外旅游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又结合国内旅游学研究的学术成就，还兼顾了国
内同类教材的风格特征，对旅游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探索。
　　全书共分九章，主要阐述了旅游的产生与发展、旅游的本质与特征、旅游者、旅游资源、旅游业
、旅游市场、旅游组织与旅游政策法规、旅游效应和旅游业的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内容，书中每章
插入了阅读资料，还有相关案例介绍，对每章内容作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和培养综合分析能力、实际应用能力及勇于创新能力。
书中概念阐述深入浅出、理论通俗易懂、方法灵活实用。
　　《旅游学概论》适合普通高等职业院校旅游类专业及相关专业使用，也可作为旅游行业人员培训
和职业资格考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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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旅游的经济属性旅游的产生、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旅游现象不可能出现在人类还处在蒙昧时期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原始社会，只有到了阶级社会，
由于生产工具的更新、生产力的进步，产生了阶级，有了贫富悬殊，出现了剩余劳动产品的交换，人
们才能有为了娱乐享受或经商及宗教活动而进行的旅行和游览活动。
但是古代旅游者也仅局限在少数权贵和富有人士中。
到了近代，由于工业革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日益进步，使得国民
收入增加、劳动时间缩短、余暇时间延长，人们才有外出旅游的金钱和时间。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局势的相对缓和和趋于稳定，全球经济进一步得到迅速发展，先进
交通工具和通信设备不断问世，使长距离的跨国旅游和洲际旅游成为可能。
同时，由于各地丰富而独特的旅游资源，安全而便利的交通条件，舒适而完备的食宿设施，以及随之
出现的大量旅游从业人员，使得大众性、国际性的旅游活动顺利开展。
从个人的旅游动机来说，生活在同一个阶级社会中的人们，由于经济地位不同，思想观念、价值取向
，乃至对事物的态度等都存在着差别。
就是说，一个一日三餐尚且自顾不暇或暂时还缺少可以随意支配的金钱的人，是不可能会有强烈的旅
游欲望的。
经济收入的多少不仅是个人作为支付旅游费用的外部支持条件存在于旅游消费过程中，而且首先在于
它是刺激旅游需要、强化旅游需要而产生旅游欲望、确立旅游动机的内在因素（条件）。
事实证明，人们往往是因为有节余的收入和闲暇时间，并在外界各种有关信息的刺激下，促使旅游需
要的强化，而产生外出旅游的强烈愿望的。
需要指出的是，从旅游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经济因素对旅游者的产生和各国旅游活动的发展一直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力的迅速提升和人民的日益富裕，经济因素对旅游的制约作
用将从主导地位降为从属或次要地位。
那时的人们要去旅游，首先考虑的已非旅游费用的支付能力，而是想到何地旅游或采取何种方式才能
实现更完美的旅游愿望问题。
不过，纵使有一天人人都成为富翁，但只要在流通领域中还需要金钱的交换，只要外出旅游依然要花
钱，那么，旅游的经济属性就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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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学概论》为21世纪高职高专规划教材·旅游酒店类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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