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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把古代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古罗
马文化连接起来的国际陆路大通道。
除大量的丝绸贸易外，中国的桑蚕、火药、指南针、冶铜术、造纸术和印刷术等技术也通过此路传人
中亚、伊朗、罗马等地；西方及中亚的物产和文化，如佛教、景教（基督教的一支）、伊斯兰教、天
文、历法、数学、医学、音乐、美术等也经此路传人中国，并通过中国传人朝鲜、韩国、日本等国。
“丝绸之路”大大促进了沿线国家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今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丝绸之路”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以现代交通设施与服
务为基础的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欧亚陆路经济纽带。
最近10年来，我国与中亚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古“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活力。
以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也十分关注“丝绸之路”沿线
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经贸和文化上的交流，并积极推动各项措施的落实。
2007年，中国国家旅游局启动了“丝绸之路，，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同时，“丝绸之路”联
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也已进人实际工作阶段，并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丝绸之路”作为一条国际级、潜力型的旅游精品线路，受到了中国、中亚五国、俄罗斯、欧洲等一
些国家的高度重视，“丝绸之路”旅游潜力无限。
而国内外关于古“丝绸之路”的研究亦取得了很好的进展，特别是西方学者对此研究更是乐此不疲，
我国一些学者也倾注于古“丝绸之路”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深人分析后发现，从历史层面关注“丝绸之路”兴衰史的研究较多，从现代层面重视其复兴之路的
研究则较少；从单一学科的研究较多，从综合角度的研究较少；从区域的研究较多，从联合开发利用
的研究较少；从交通角度的研究较多，从旅游开发利用角度的研究较少；从单一线路的研究较多，从
遗产廊道的研究较少。
故丝绸之路研究还需要从可操作性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研究。
可喜的是，梁雪松博士经过深入调研和思考分析将出版《区域旅游合作开发战略研究——以丝绸之路
区域为例》专著，该书必将在一些方面填补对“丝绸之路”研究的不足。
梁雪松作为我国首次设立旅游管理博士点后第一批毕业的博士，其具有很好的优势。
20多年旅行社从业以及旅行社总经理的经历，使其具有较好的旅游业界实践经验和素质；旅游管理学
界求学，发表的20余篇旅游研究论文，又使其能很好地将实践和理论紧密结合起来，进而在理论上获
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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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理论探讨与实际调研相结合。
全书共分九章，较系统地阐述了区域旅游合作开发的相关理论和丝绸之路地区旅游合作开发的必要性
与可行性；分析了区域旅游合作开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丝绸之路区域旅游合作开发的战略
和总体布局；设计了丝绸之路（跨国）旅游线路产品，并应用于实践，不但获得了旅游企业的好评，
而且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本书可供从事丝绸之路区域旅游合作开发、区域旅游合作发展战略、丝绸之路旅游和跨国旅游开发
的研究人员，旅游企业的外联人员，旅游产品设计人员，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以及高等院校旅游管
理专业、人文地理专业的师生参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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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青海（1）文化旅游产品建设。
挖掘整理开发昆仑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民俗文化和高原文化等内涵。
重点打造河湟、青海湖、江河源、昆仑、热贡五大文化旅游产品品牌，充分展示这五大地域特色文化
和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树立青海地域文化旅游品牌。
（2）生态旅游产品建设。
生态旅游项目是青海旅游业发展的优势。
我国最佳的观鸟基地青海湖鸟岛、黄河、长江以及澜沧江的发源地三江源、闻名遐迩的无人区可可西
里和藏羚羊、野牦牛等珍稀野生动物均吸引了不少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旅游者来此探险和考察。
可开发多种生态旅游产品，如高山、高原生态旅游，高原草原生态旅游，大江大河源头生态旅游，奇
异高原盐湖景观生态旅游，高原湖泊生态旅游，高原湿地生态旅游，高原观鸟生态旅游，高原珍稀野
生动物观赏生态旅游，华夏文化源流探访生态旅游，藏文化生态旅游，土族和撒拉族文化民俗生态旅
游等。
（3）宗教旅游产品建设。
青海是古代中原通往西域、吐蕃的要道，因此其文化受到中原文化、印度文化以及阿拉伯文化的影响
。
加之青海民族众多，宗教的文化底蕴也非常浓厚。
位于湟中的塔尔寺是“宗喀巴”的诞生地，是广大黄教信徒朝觐的圣地，藏传佛教旅游产品对中外旅
游者有极强的吸引力。
（4）民俗风情旅游产品建设。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省份，其中土族、撒拉族是青海所特有的少数民族。
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
应开发、整理、完善青海“花儿”、玉树歌舞、土族“安昭舞”、那达慕、赛马会、藏戏等民俗风情
旅游产品，这些产品对广大游客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5）青藏线旅游产品建设。
在长达1956千米的青藏铁路沿线集中了藏区丰富的旅游资源，这是青藏高原的一条金腰带，其组合而
成的旅游线路在世界上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因而要加强与西藏自治区的协作，充分展现青藏高原独特的历史文化、雄浑的山河、丰富的高原生态
、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神秘的宗教文化。
以西宁、格尔木、拉萨三个城市为结点，以青藏线为主线，将青藏线与吐蕃线结合开发，形成青藏吐
蕃旅游环线。
总之，青海旅游产品开发的定位是以青海特色旅游资源为依托，择优开发有文化价值和经济效益的专
题旅游与特种旅游，增加旅游的参与性、知识性，努力发展专题旅游，使观光、度假、购物、商务和
文化型与探险型旅游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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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面对一个个如此复杂而繁多的问题，写作研究远比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但当我开始提笔撰写最后这篇后记时，我思绪万千，期间的感悟和收获难以言表。
作为已经在旅游一线从事实际工作20余年的我来说，进入旅游研究领域是我的夙愿，如何将旅游的实
践经验与旅游研究相结合，并将研究成果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是我最大的愿望。
而使我的夙愿和愿望得以实现的就是李天顺、马耀峰教授，是他们开启了我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他们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丝绸之路区域旅游合作开发研究的重要性和实践意义，给了我研究的
方向和目标，给了我深刻的启迪。
感谢丝绸之路沿线各地有关政府和企业有关人员的大力支持与合作，他们给我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数
据，使我能够顺利完成写作。
尤其感谢酒泉国旅的高学智经理、新疆中信国旅的娄辉经理等，他们为我的调研工作给予了大力协助
和无私帮助。
对所有曾经指导、帮助和关心过我的老师、学友以及家人致以深深的谢意。
感谢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使用过的大量文献资料的作者们，他们给予了我许多的参考和借鉴。
感谢培养我的母校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使我有机会能够在校期间对旅游领域进行了深入研
究，为本书的写作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还要感谢给予出版资助的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院，正是该院的支持才使著作得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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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区域旅游合作开发战略研究:以丝绸之路区域为例》特色：资料、数据翔实。
通过实地调研和资料收集统计，充分反映了以丝绸之路地区为代表的区域旅游发展的最新成果和大量
新数据。
内容、观点新颖。
详细分析了丝绸之路区域旅游发展的现状，论证了“遗产廊道”带状区域旅游合作的最佳模式，界定
了“龙形丝路”的概念。
理论、实践结合。
全面阐述了区域旅游合作的理论。
运用作者20余年旅游一线实践经验。
总结设计出切实可行的区域旅游产品和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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