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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现代旅游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持续、快速发展之中，因此为之服务的中国旅游地理
教材建设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为此我已先后主编出版了三个版本的中国旅游地理教材，即全国高师地理教学改革研究会协作教材《
中国旅游地理》（广东地图出版社，1994）、“湖南省高等教育‘九五’重点教材”《中国旅游地理
》（科学出版社，1999）、“湖南省高等教育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旅游地理》（第二版）（科学
出版社，2004）。
我们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也较好地处理了继承性与创新性、认识性与客观性、现实性与前瞻性、学科
性与兼容性、科学性与实用性等关系问题，所以每个版本都有所突破和发展，也曾获得省级优秀教材
和优秀社科成果奖等奖项。
特别是《中国旅游地理》（第二版），得到旅游、地理学界的好评，教材使用单位遍布全国，其英文
版权已经由Taylor＆Francis集团下属的美国CRC出版公司购买。
《中国旅游地理》（第三版）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又丰富了许多内容，注入了不少新的成分，特色也更
为突出。
第一，体系更加完整。
为使本书既适合于高校旅游、地理、经济专业学生使用，又能满足其他专业学生学习及广大旅游爱好
者自学的需要，特增加中国旅游地理基础篇，对旅游和旅游地理的最基本理论知识进行必要的阐述。
第二，图表直观生动。
为了培养学生看图解意的思维能力和发扬数千年来中国读书人“左图右书"的传统，书中使用了多幅图
表来直观表达。
第三，时代面向性增强。
为使本书真正实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书中的旅游产品开发、旅游区建设、中国的旅游市场和产品等
内容均来自国家旅游局和各省（市、区）的旅游发展“十五”、“十一五”计划和2015年、2020年远
景目标等政策性文件；同时，对新增加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地质公园等高品位旅游景区和旅游城市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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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20多年来从事中国旅游地理课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成果总结，是在《中国旅游地理》（第
二版）的基础上改写而成。
全书共3篇14章。
上篇为中国旅游地理基础，共2章，对中国旅游地理的一般理论与实践、旅游开发与规划进行了精要
阐述。
中篇为中国旅游地理总论，共4章，对中国的旅游资源环境、产品、市场、旅游地理分区，以及中国
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和概括。
下篇为中国旅游地理分论，共8章，为全书的主体和重点，主要对中国的八大旅游协作区及34个旅游省
（市、区）的旅游资源与环境特征、旅游开发与规划、主要旅游区建设进行逐一展示。
同时，每章章前有学习提示，章后有实践指引。
全书结构规范严谨、内容新颖、理论深浅适宜、图式活泼、语言文字精炼。
　　本书既可作为高校旅游、地理、经济等专业的适用教材，又可供旅游工作者和旅游爱好者自学，
同时对广大旅游者的出行也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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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旅游地理>>

书籍目录

第三版 前言第二版 序第二版 前言上篇 中国旅游地理基础　第一章 中国旅游地理的一般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旅游与旅游系统　　第二节 旅游地理学的学科理论与方法　　第三节 旅游地理实践　第二
章 旅游开发与规划　　第一节 旅游者活动行为分析　　第二节 旅游资源评价　　第三节 旅游资源开
发与旅游环境保护　　第四节 旅游区域开发规划中篇 中国旅游地理总论　第三章 中国旅游资源地理
　　第一节 中国的旅游环境与资源特征　　第二节 中国旅游资源的地域类型及其分布　第四章 中国
的旅游市场与旅游产品　　第一节 中国的旅游市场　　第二节 中国的旅游产品　第五章 中国旅游可
持续发展问题　　第一节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般理论　　第二节 中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成果　　第
三节 21世纪中国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策　第六章 中国旅游地理分区　　第一节 中国旅游地理区划　　
第二节 中国旅游地理分区下篇 中国旅游地理分论　第七章 东北关东文化林海雪原火山熔岩风光旅游
区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特征　　第二节 旅游省概述　第八章 华北黄土文化名山沃野海景
风光旅游区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特征　　第二节 旅游省（市）概述　第九章 华东吴越淮
河文化山水园林都市旅游区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特征　　第二节 旅游省（市）概述　第
十章 华中荆楚巴蜀文化名山胜水旅游区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特征　　第二节 旅游省（市
）概述　第十一章 东南沿海闽粤文化南国山海岛风光旅游区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特征　
　第二节 旅游省（区）概述　第十二章 西南民族风情岩溶山水风光旅游区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旅
游环境特征　　第二节 旅游省（区）概述　第十三章 青藏藏传佛教文化高原雪域草原风光旅游区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特征　　第二节 旅游省（区）概述　第十四章 西北丝路文化绿洲草原
大漠风光旅游区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特征　　第二节 旅游省（区）概述主要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旅游地理>>

章节摘录

插图：根据我国的国情，国家旅游局和统计局将国际旅游者解释为：“来我国参观旅行、探亲、访友
、休养、考察或从事贸易、业务、体育、宗教活动、参加会议等的外国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
”国内旅游者是指：“国内居民离开惯常居住地，在境内其他地方的旅游住宿设施内至少停留一夜，
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的国内游客。
”国内一日游客是指：“离开惯常居住地10km以上，出游时间超过6小时而不足24小时，并未在境内
其他地方的旅游住宿设施内过夜的游客。
”无论国际旅游者还是国内旅游者，都具有异地性、暂时性、享受性、回味性，以及求新、求知、求
乐的共同心理特征，都具有可自由支配的收入、足够的闲暇时间和外出旅游的愿望和兴趣等条件。
2.旅游资源旅游资源（tourist attraction），是旅游活动的客体，是指旅游地吸引旅游者的所有因素的总
和。
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2003年发布的《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
17775-2003）中规定，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
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对旅游资源的理解必须从外
延和内涵两方面去进行，既可把现今地理圈中一切有形实体和相关环境囊括在内，同时对旅游资源也
要进行必要的限定。
例如，旅游资源必须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开发利用后应产生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等。
旅游资源一般具有空间分布上的集中性、时间分配上的季节性、吸引功能的垄断性、易损性和不可移
动性等特点。
旅游资源依据其吸引强度可分为世界级、国家级、区域级、地方级四个层次；按其形成和属性可分为
自然和人文两个类型；根据功能可分为观光游览型、参与体验型、休闲度假型、购物型等；按资源的
客体属性可分为物质性、非物质性和物质与非物质共融性三种；按资源发育背景可分为天然赋存性、
人工创造性和两者兼具的复合性三类；按资源可持续利用潜力可分为可再生性旅游资源与不可再生性
旅游资源。
全国旅游标准化委员会将旅游资源分为8个主类、31个亚类、155个基本类（详见第二章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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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旅游地理(第3版)》：21世纪高等院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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