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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忠孝男，土旅，籍贯青海民和，1941年10月出生。
1965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
现为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硕士生首席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兼任青海省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区域旅游开发专委会常务理事，中国土
族研究会常务理事，青海江河源文化研究会理事、台湾《桃园观光》撰述委员等职。
 长期致力于青海省地理教学与研究，青藏高原旅游资源调查及开发研究。
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国外合作项目共8项。
 撰写学术论文50余篇。
论著《青海地理》，《青海旅游资源》，《世界屋脊青海游》、《青海旅游指南》、《青海旅游线路
精选》等；合著《指西海以为期》，《青藏铁路旅游指南》；参与《青海百科全书·地理分卷》、《
青海百科大字典》、《中国自然资源丛书·青海卷》，《图解21世纪简明百科全书》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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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藏高原旅游开发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截至2007年，西藏共有星级饭店（宾馆）86家，非星级饭店（宾馆）772家，加上城
镇居民家庭旅馆和农民家庭旅馆200多家，全区拥有床位数达5万多张。
全区拥有旅行社43家，其中，国家旅行社23家。
目前全区旅游高等院校的在校学生达563人，导游人员达1642人，旅游业从业人员达12 767人，旅游接
待车辆2777辆，西藏旅游业的规模经济已经开始形成。
 二、青藏高原旅游业发展的SWOT分析 （一）优势 1.独特的地理环境、丰富的旅游资源 青藏高原是我
国乃至世界地理环境中最具有独特魅力的自然地理单元，高原区域纯净的自然地理环境、林立的冰峰
雪山、碧波荡漾的湖泊、绿草如茵的草地，有独特的人文环境、博大而神秘的宗教文化、原始而又极
具环境特色的藏族文化、多元而又璀璨的民俗风情。
这使青藏高原形成了充满新奇感、神秘感、粗犷感和原始感的旅游资源。
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位于我国三大自然地理区域交汇处。
青海东部属于我国的东部季风区，柴达木盆地属于西北干旱区，青南高原属于青藏高寒区，青海湖位
于这三大区域的交汇点。
同时青海又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发祥地之一。
青海共有少数民族33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45.5％，其中，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
蒙古族等五个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万人。
青海特殊的地域结构使其拥有丰富多彩的、高品位的旅游资源。
青海的旅游资源按其规模、级别、价值和管理权限，分为国家级、省级和州（县）级三种。
其中在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国家级景点有46处（表2—3），省级旅游景点350处。
青海旅游资源在世界上也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无论从总量、丰度、可持续利用等方面来看，都堪称
“中国之最”乃至“世界之最”，是旅游者所向往的旅游胜地。
这些独具特色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为青海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位于青藏高原西南部的西藏，面积为1.2×106km2，与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接壤的西南边
境线长约4000km，构成了祖国西南边陲的天然屏障。
东部和南部为海拔2000～4000m的高山谷地，西部和北部为海拔4000～5000m的雪地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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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藏高原旅游开发研究》可供从事青藏高原旅游开发、生态保护、地理、历史、城市规划、建筑、
文物、园林、民族、宗教等领域的研究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国家各级党政部门和工作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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