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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方位展示了景区“开发与建设—— 运营与服务—— 安全保卫——
品牌推广”等系统的管理内容，分别对旅游景区管理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界定，明确了旅
游景区管理的任务和特点，规定了旅游景区管理的对象和范围；对当今旅游景区在开发与管理过程中
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全面更新，反映了最新的研究动向和开发热点，不仅系统地阐述了成功的旅游景
区在开发和管理过程中所涉及的每一个重要方面，并通过大量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

　　本书内容丰富、取材广泛、论述有力、分析透彻，不仅适合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的教
材，而且可以作为景区经营管理人员工具用书，还可作为景区经营服务及管理的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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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四、景区管理的内涵（一）景区管理以市场为依据只有满足游客需求，才能适销对路
。
因此，景区必须依据市场的需求生产和销售景区产品。
景区管理要研究市场的现实状况和阶段状况，设计出市场需要的产品，作为景区的市场定位。
（二）景区管理的核心是管理者执行管理职能景区的管理就是利用决策、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
管理职能实现景区的目标。
在景区工作中，一部分人发挥管理功能，一部分人发挥业务作业的功能。
这就要求管理者执行管理职能，确保各项管理制度落实到位，各项工作任务按时完成。
（三）景区管理的目的是三重效益景区效益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三种效益。
景区管理的目的就是追求三重效益的最大化。
五、景区管理的要素景区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主要由管理主体、管理客体、管理职能三个基本要
素构成。
（一）景区管理主体管理主体就是管理者，通常由决策者、执行者、监督者和参谋者组成。
景区由于本身性质不同，所在国国情不同，具有不同的管理主体。
我国景区根据性质差异，可以分为商业性景区和公益性景区。
我国商业性景区管理主体通常是景区经营企业，而公益性景区的管理主体是多头的，往往根据资源管
理部门的分工而分属于不同的部门。
常见的，如森林公园的管理主体是国家林业局，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主体则是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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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景区管理》全方位展示了景区“开发与建设——运营与服务——安全保卫——品牌推广”的全
过程，深入探讨了景区前期的开发建设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管理，以及景区开放后的游客
接待管理、设施设备管理等问题。
内容丰富、取材广泛、深入浅出、适合教学、资料新颖，时刻追踪国内外景区实践和理论发展的最前
沿动态，介绍目前景区管理的最先进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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