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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旅游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如今旅游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社会重要的生活方式，为旅游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旅游业也成为世界上发
展势头最强劲的产业之一。
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全球国际游客接待量将达15亿，国际旅游收入总和将达两万亿美元
。
旅游业所展示的广阔的发展前景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
旅游业不仅已成为不少国家和地区重要的经济部门，还成为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支柱。
　　旅游是一种重要的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众多层面的综合性现象。
半个多世纪以来，旅游活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在不断地
变化和发展。
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理文化的距离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被进一步缩短，尤其是交通和信息
技术的飞速发展，喷气式飞机、传真机、计算机、互联网、国际电话的中继、世界范围的卫星播放、
地球规模的流通系统等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使旅游活动从量到质都在发生着变化。
从团体大众观光旅游的普及到自助休闲度假旅游的兴起，旅游者的行为格局在发生着变化；从传统的
旅游经营模式到旅游电子商务的出现，旅游业的经营方式也在发生着变革。
旅游的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所带来的多种影响也弓l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并促使
人们不断完善对旅游的认识。
在人类已经步入21世纪的今天，作为全球性朝阳产业的旅游业正在翻开新的篇章。
　　旅游市场是一高度竞争的市场。
虽然我国的旅游业在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二十余年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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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面向21世纪高等学校旅游管理专业主干课程教材之一，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l世纪教学内
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八章，分别是：旅游发展的历史沿革、关于旅游活动的基本认识、旅游活动的主体、旅
游活动的客体、旅游业、旅游组织、旅游市场、旅游的影响。
 　　本书可供高等学校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作为中高等旅游职业院校的参考用书。
 　　本书还特别配套了光盘版教学支持资源(教学课件)，具体索取方式详见本书最后一页：教学支持
说明(教学课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学>>

书籍目录

绪论第1章 旅游发展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 19世纪以前的旅行活动　第二节 近代旅游和旅游业的开端　
第三节 现代旅游迅速发展的原因　关键术语　复习与思考第2章 关于旅游活动的基本认识　第一节 旅
游活动的概念　第二节 旅游活动的特征和要素构成　第三节 旅游活动的类型　第四节 旅游活动的性
质　第五节 现代旅游活动的特点　关键术语　复习与思考第3章 旅游活动的主体　第一节 旅游者的概
念界定　第二节 实现个人旅游需求的客观条件　第三节 实现个人旅游需求的主观条件　第四节 旅游
者的类型　关键术语　复习与思考第4章 旅游活动的客体　第一节 旅游资源　第二节 旅游资源的开发
　第三节 旅游资源的保护　关键术语　复习与思考第5章 旅游业　第一节 旅游业的概念　第二节 旅行
社　第三节 住宿业与饭店　第四节 旅游交通　第五节 旅游景点　第六节 旅游业的产品　关键术语　
复习与思考第6章 旅游组织　第一节 国家旅游组织　第二节 我国的旅游组织　第三节 国际旅游组织　
关键术语　复习与思考第7章 旅游市场　第一节 旅游市场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全球国际旅游客流状况
　第三节 我国旅游业的客源市场　关键术语　复习与思考第8章 旅游的影响　第一节 旅游的经济影响
　第二节 旅游促进接待地经济发展的理论根据　第三节 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　第四节 旅游的环境影
响　第五节 可持续旅游发展　关键术语　复习与思考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学>>

章节摘录

　　第1章旅游发展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 19世纪以前的旅行活动　　四、封建社会的旅行活动　　
封建社会的经济特点是以封建庄园或一家一户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
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
同奴隶制社会相比较，封建生产关系使农民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有自己的私有经济，因而能在一定程
度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
在这一时期中，特别是在各统一朝代期问，由于社会政治安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较前都有很大的发
展。
无论是以都江堰和灵渠为代表的水利工程技术和由此而带来的农业生产的进步，还是后来在手工业、
矿冶、纺织、造纸以及制瓷等方面的发展，都使得当时的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领先于西方世界。
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旅行活动的发展奠定了新的物质基础。
　　旅行活动的发展与交通运输的便利程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旅行活动的发展规模，虽然史籍中少有具体的数据可考，但其发展状况在很大
程度上可从历代交通发展状况中得到反映。
　　水路交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春秋时代，史籍中便有关于水运的记载。
自汉朝推出漕运政策之后，历代封建王朝大都将发展漕运纳为国家的重要政策。
水路交通运输也因此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重要的交通方式。
其中隋代在发展水路交通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
隋文帝时期首先开凿了山阳渎，打通了淮水连通长江的水路。
在隋炀帝时期，又相继开凿了通济渠、邗沟、永济渠和江南河，从而构成了连通华北与江南的运河网
。
由此，水路交通日盛。
唐朝也利用隋代所开运河发展水路运输，江南的物资多是先经长江、邗沟、淮水、汴河、黄河，溯洛
水而运至洛阳，然后再由洛阳溯黄河上行，经渭水而运抵长安。
宋朝建都开封后，则利用汴河之漕运，运输荆南、两浙、江南东西和荆湖南北“六路粮米”。
元、明、清三朝均建都北京，为了弥补内河漕运之不足，遂又发展海运。
由江苏太仓启运，过长江口北上，绕山东半岛至天津，然后再经通惠河运至北京。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水路交通的发展虽然系历代政府的漕运政策所致，但客观上也便利了人们利用水路
旅行往来，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在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除了水路交通之外，陆路交通的建设也在不断发展。
首先是秦朝“驰道”和“直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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