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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集三十年海滨旅游规划开发宝贵经验而精心编著成的一部力作。
本书十分注重现代旅游规划理论与海滨旅游规划开发实践的紧密结合，注重对海滨旅游规划开发现代
方法的归纳与演绎．同时积极融入国内外海滨旅游规划开发典型案例的成功经验，集科学性、创新性
、指导性于一体。
作者从现代旅游规划基础理论人手，对海滨旅游规划开发涉及的一系列方法进行深入浅出的阐述，特
别是精选了作者近年来亲身主持的海滨旅游规划开发经典案例．与读者分享。
全书共分为三篇：第一篇为理论篇，是全书的基础，包含第一章至第三章，着重介绍了海滨旅游规划
的基本概念，总结了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阐述了当代海滨旅游规划所遵循的基础理论；第二篇
为方法篇，是全书的重点与核心，包含第四章至第十章，系统论述了海滨旅游规划与开发中的资源评
价、市场分析、目标定位、空间布局、项目策划、产品设计以及形象定位等内容和方法体系；第三篇
为案例篇，是全书的精华，包含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精选福建省海滨旅游开发规划和青山湾度假区
海滨旅游规划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海滨旅游规划与开发--理论方法与案例》旨在为从事海滨旅游规划开发的理论与实践工作者、
沿海地区的政府官员及从事海滨旅游规划开发的企事业工作人员提供有益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同时也
适用于高等旅游院校从事旅游管理教学与科研的老师和学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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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篇 理论篇
　第一章 海滨旅游规划与开发的发展及经验
　 第一节 海滨旅游活动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节 海滨旅游规划与开发的背景及意义
　 第三节 世界海滨旅游开发的成功案例
　第二章 海滨旅游发展现状研究
　 第一节 国内外海滨旅游研究综述
　 第二节 国际海滨旅游发展趋势展望
　 第三节 中国海滨旅游的开发现状及策略
　第三章 海滨旅游规划的概念体系与理论支撑
　 第一节 海滨旅游规划的概念体系
　 第二节 海滨旅游规划的理论基础
第二篇 方法篇
　第四章 海滨旅游资源的分类与评价
　 第一节 海滨旅游资源的概述
　 第二节 海滨旅游资源的类型
　 第三节 海滨旅游资源的综合评价
　第五章 海滨旅游客源市场分析
　 第一节 海滨旅游客源市场分析概述
　 第二节 海滨旅游专项市场分析
　 第三节 海滨旅游市场分析及预测
　第六章 海滨旅游发展指导思想与目标定位
　 第一节 海滨旅游规划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第二节 海滨旅游规划的战略思路与模式选择
　 第三节 海滨旅游发展的目标与定位
　第七章 海滨旅游空间布局与功能分区
　 第一节 海滨旅游空间布局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海滨旅游空间布局的原则
　 第三节 海滨旅游空间布局模式
　 第四节 海滨旅游功能分区
　第八章 海滨旅游项目设计
　 第一节 海滨旅游项目设计概述
　 第二节 海滨旅游项目设计原则与方法
　 第三节 海滨旅游区项目设计
　第九章 海滨旅游产品设计与开发
　 第一节 海滨旅游产品特征与内涵
　 第二节 海滨旅游产品体系构建
　 第三节 海滨旅游线路的优化设计
　第十章 海滨旅游主题与形象定位
　 第一节 海滨旅游区主题定位
　 第二节 海滨旅游区形象概述
　 第三节 海滨旅游形象定位与传播策略
第三篇 案例篇
　第十一章 福建省海滨带旅游开发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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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福建海滨旅游规划编制的背景及意义
　 第二节 福建海滨旅游发展竞争力评价与发展潜力SWOT分析
　 第三节 福建海滨旅游资源赋存及其评价
　 第四节 福建海滨旅游市场分析与预测
　 第五节 福建海滨旅游发展总体布局
　 第六节 福建海滨旅游优先发展区及重点项目设计
　第十二章 青山湾海滨旅游度假区开发总体规划
　 第一节 青山湾海滨旅游度假区开发条件分析
　 第二节 青山湾海滨旅游度假区开发的市场分析
　 第三节 青山湾海滨旅游度假区建设时序计划
　 第四节 青山湾海滨旅游度假区项目投资效益分析
　 第五节 青山湾海滨旅游度假区土地利用规划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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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按照旅游活动的状态，可以分为主动旅游项目和被动旅游项目；按旅游活动的主题
和内容，可以分为自然生态旅游项目、历史旅游项目、文化旅游项目和科技旅游项目等；按组织目的
，可分为科学教育旅游项目、商务旅游项目（会议旅游项目）、考察旅游项目、修养旅游项目、体育
旅游项目以及宗教旅游项目等；按旅游业构成的六要素，也可将旅游项目分为交通类旅游项目、餐饮
类旅游项目、住宿类旅游项目、购物类旅游项目、观光游览类旅游项目以及娱乐类旅游项目。
 三、旅游项目设计的特征 （一）功利性 旅游项目创意设计的功利性主要体现在项目策划能带来综合
性的收益。
因此，功利性也是项目创意设计的目的和基本功能之一。
 旅游项目的创意设计委托方和创意设计方在功利性方面，关注的内容有所差异，由此可以将项目的功
利性划分为长远之利、眼前之利、钱财之利、实物之利、发展之利、经济之利、社会之利、政治之利
、权利之利、享乐之利等。
项目的创意设计就是要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尽可能地为项目委托方创造利益或者未来获益的机会。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功利性同时又可以作为评价一项创意设计活动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
 （二）社会性 旅游经济的发展能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旅游项目的创意设计还应注重与相关
的产业政策、区域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以旅游项目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
由此可见，旅游项目的创意设计不能脱离社会实际，必须要与旅游地的社会发展紧密配合。
突出社会性的特点是旅游项目创意设计所处现实环境的必然要求。
 （三）创新性 旅游项目创意设计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创新型旅游项目的推出。
在日趋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保持高水平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就是不断地对旅游产品推陈出新。
旅游项目创新首先要求旅游开发地按照高起点、差异化的原则进行开发，避免走其他旅游地的老路，
只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才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
其次，要关注创意项目的生命周期，要能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加以调整。
再次，需要旅游项目设计人员具有创造性的思维，不能抱残守缺，因循守旧，要不断地创造新的项目
内容或形式。
对于别人成功开发的旅游项目，不能生搬硬套，而是要善于依据本地的实际予以适当借鉴或在其基础
上加以创新。
我国主题公园在发展上的一哄而上、重复建设的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我国早期主题公园遭受惨痛失败的主要根源就在于项目主题的选择上缺乏新意。
 （四）时效性 旅游项目创意设计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明显的时效性。
旅游项目创意设计的时效性主要来源于旅游资源吸引力和旅游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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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滨旅游规划与开发:理论、方法与案例》旨在为从事海滨旅游规划开发的理论与实践工作者、沿海
地区的政府官员及从事海滨旅游规划开发的企事业工作人员提供有益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同时也适用
于高等旅游院校从事旅游管理教学与科研的老师和学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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