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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西北五省区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旅游资源类型具有关联度大、互补性强的优势，完全有可能
成为实现西北五省区跨越式发展的桥梁和纽带。
目前，西北五省区总体发展水平很低，形成了旅游资源“大区、富区”，旅游开发“小区”，旅游经
济“弱区”的现状。

《微观经济学》论证了西北五省区如何进行跨区域合作开发，提升旅游综合竞争力，着重打造“西北
丝绸之路黄金旅游带”世界品牌，构建“大丝路”格局、大西北旅游圈、西北大通道及西北跨区域旅
游立体网络：运用区域旅游合作开发理念将理论探讨与实际调研相结合，阐释和梳理了西北五省区旅
游业合作开发的思路和经济规律。
《微观经济学》主题突出、内容翔实、新颖丰富、信息量大、多角度、多视野，其研究范围不仅符合
国家和西北五省区确定的旅游重点发展领域及发展方向，而且紧密结合西北五省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需求，是一部关于中国跨区域旅游合作开发创新发展的学术力作。

《微观经济学》可供政府管理人员，旅游企业相关从业人员，以及经济、历史、文化、城市规划、人
文、自然地理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及高校师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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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宇
陕西定边人，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旅游区域经济和管理研究。
1992年获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学士学位，1999年获兰州大学历史学（国际文化交流专业）硕士学位
，2010年进入兰州大学（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荣获2009年甘肃省政府、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领军人才”称号2009年教育部多媒体课件大赛三等
奖，第十一届、第十届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2010年甘肃省教育厅高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2009年）、教学成果奖（2008年）、优
秀班主任（2011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2008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2项、地厅级项
目（甘肃省教育厅、发改委等）5项；主编教材1部（《中国西部旅游资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在《新华文摘》、《光明日报》、《经济地理》、《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地域研究与开发
》、《贵州社会科学》、《新疆社会科学》、《宁夏社会科学》、《干旱区资源与环境》、《开发研
究》、《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等报刊发表论文40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观经济学>>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西北五省区旅游跨区域合作相关理论概述第一节 区域旅游合作的内涵、
实质第二节 跨区域旅游合作立体网络第三章 “丝绸之路”跨国申报世界遗产的价值、意义、现实可
行性第一节 “丝绸之路”中国段跨国申报世界遗产的理论、实践价值第二节 “丝绸之路”中国段跨
国申报世界遗产的理论、实践意义第三节 丝绸之路跨国旅游合作的现实可行性第四章 西北五省区旅
游产业规模、发展格局及存在的问题第一节 西北五省区旅游资源得天独厚第二节 西北五省区旅游产
业规模和发展格局第三节 西北五省区旅游开发和区域合作的劣势及存在的问题第五章 西北五省区生
态环保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第一节 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内涵第二节 自然环境恶化现状对
西北五省区的不利影响第三节 西北五省区生态环境脆弱、恶化的现实例证第四节 重视西北丝绸之路
沿线文物古迹的生态保护及促进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第五节 西北五省区生态环保的相关对策第六章 
提升西北五省区旅游产业竞争优势合作路径分析研究第一节 西北五省区饭店业、旅行社业概况第二节
西北五省区旅游产业发展现状第三节 西北五省区旅游人力资源开发途径第四节 西北五省区旅游线路
整合、规划、设计第七章 西北五省区旅游客源市场动态演化结构分析研究第一节 西北五省区入境旅
游客源市场动态演化结构趋势分析第二节 西北五省区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动态演化结构分析研究第三节
西北五省区国内旅游客源市场动态演化分析研究第四节 西北五省区旅游客源市场存在的问题第八章 
西北五省区跨区域合作开发势在必行第一节 西北五省区旅游跨区域、无障碍、一体化模式研究第二节
西北五省区跨区域旅游合作开发势在必行第九章 构建西北丝绸之路旅游产品结构网及创新旅游品牌化
第一节 构建西北丝绸之路区域特色旅游产品及营造旅游精品体系第二节 西北五省区应开发功能完善
的旅游产品结构网第三节 依据西北五省区旅游资源特色开发各种专项旅游产品第四节 联合打造、提
升西北丝绸之路旅游品牌竞争力第五节 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品牌战略——以敦煌文化品牌为例第六节
西北五省区旅游品牌的实证研究第七节 打造西北丝绸之路各省旅游品牌第十章 以丝绸之路文化遗产
开发为契机推动西北文化产业发展第一节 西北五省区的丝路、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开发第二节 构
建西北丝绸之路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开发体系第十一章 西北五省区重点旅游城市梯度合作开
发网络模式研究第一节 西北五省区城市化发展和研究现状第二节 基于“X”形轴线,开发西部重点城市
经济带第三节 西北五省区都市圈空间结构构想第四节 优化建设西北五省区旅游中心城市梯度网络布
局第五节 梯度合作开发西北五省区旅游中心城市立体网络第十二章 西北五省区跨区域旅游合作开发
现实保障及对策建议第一节 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并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第二节 改善西北五省
区区域合作的软硬、内外部大环境第三节 解决基础设施问题、营造畅爽的旅游交通环境一体化第四节
构建竞争有序的旅游市场营销体系、旅游企业跨区域一体化第五节 加强旅游信息建设和服务体系、现
代网络营销一体化第六节 创新用人机制、实现人才跨区域一体化第七节 建立和完善旅游法制体系、
地方性法规、法律保障机制一体化第八节 改善投资环境、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第九节 旅游产品多元
化、塑造独特性和个性、打造跨区域旅游产品结构网第十节 挖掘西北区特色旅游资源潜力、平抑淡旺
季差异第十三章 西北五省区跨区域合作、联动开发的实践措施第一节 提升西北五省区旅游产业开发
方略第二节 西北五省区旅游客源市场开发对策与实践措施第三节 西北五省区旅游中心城市合作开发
一体化模式第四节 西北五省区跨区域旅游合作开发现实措施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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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概论 第一节经济与经济学引例 解人颐解人颐胡澹庵（清）终日奔波只为饥
，方才一饱便思衣。
衣食两般皆俱足，又想娇容美貌妻。
 取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
买到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
 槽头扣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
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
 作了皇帝求仙术，更想登天跨鹤飞。
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南柯一梦西。
 正如胡澹庵这首诗所描述的，人类被各种欲望所诱惑，人类在追逐各种目标。
然而，这些欲望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何才能得到最大的满足？
 我们经常为各种选择所困扰：有限的时间，该去挣钱、学习还是休息？
钱包里的100元钱，是去消费、做慈善还是存起来？
大学毕业了，该去找工作还是考研？
开发了一种新产品，自己投资建厂还是卖掉专利？
 我们也常常关注和评价政府的各类经济政策：GDP增加了，最低工资涨了，会不会都是好事？
人民币升值，对普通百姓的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
凡此种种，都属于经济问题。
 一、稀缺性与经济学 “经济”一词，《辞海》释义如下：①经世济民；②治国的才干；③谓耗费少
而收益多；④财力、物力；⑤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政治、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赖以
建立起来的基础；⑥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或国民经济的某一部分，如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
等。
 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一词，英文为“economy”，来源于希腊文o摧ikos（家财）和n摧emein（管
理）组成的“oikonomia”，意思是家庭财产管理。
明治期间的日本将“economy”译为“经济”，与同期的中国对“economy”的翻译并不一致，直到民
国初年，由于日本经济学书籍的影响和孙中山的提倡，“economy”在中国的译法定格为“经济”，
从而汉语“经济”一词主要被赋予“economy”的含义，传统“经世济民”的含义被逐步淡化了。
 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无限性之间的冲突。
欲望是烦恼之源，人类总是感觉匮乏，希望得到满足，而人的欲望又是无穷尽的。
不幸的是，相对于人类无穷的欲望，用于满足人类欲望的产品和生产产品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这就是
资源的稀缺性（scarcity）。
稀缺性的存在，使如何合理地取得、分配和使用经济资源，最好地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成为人类社
会面临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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