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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浙江省坚持以人为本，以全民创业为重要实现手段，在体制、机制、市场
、产业、科技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异常活跃的创新，由于积极营造宽松良好的创新环境，最大限度地发
挥人民群众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力鼓励和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使“敢为天下先”的浙江人
的艰苦创业取得了丰硕成果。
据统计，2006年度全国500强民营企业中，浙江占了203席，总数居全国第一位：全国民营企业自主创
新50强中，浙江占了19席。
“浙江现象”本质就是浙江人的敢为人先、自强不息、勇于创新，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涌
现出了“温州模式”、“义乌经验”以及“浙江精神”，培养了一大批“风云浙商”。
浙江也因此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
“浙江现象”也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发展模式，并引发众多学者研究与揭秘的重要课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现象”不仅是浙江的，也是全国的。
　　旅游产业的发展与创新，也是浙江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旅游产业是创意产业，更需要务实创新。
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
　　浙江旅游产业发展，源于创新拓展。
近年来，浙江旅游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主要表现在民营资本的投入为区域旅游产业提升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杭州成为首批中国最佳旅游
城市，“世界休闲博览会”的举办，率先启动了中国休闲旅游产业；产业生态旅游理论创新与实践探
索，为中国生态旅游产业化提供了宝贵经验；绿色饭店标准制定与实施并在全国推广，推进了酒店业
的生态化发展；旅行社管理体制与机制创新，有效地促进了旅游联合体以及区域整合战略的发展；主
题旅游以及文化旅游的发展与创新，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极大地推进了文化创新与经济繁荣
；横店影视旅游、义乌购物旅游正在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良好发展势头的新型旅游形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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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著作以休闲时代为背景，对城市旅游的内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廓清了相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全面梳理了国内外城市旅游的发展与演进，以及浙江城市旅游的发展现状，总结了浙江城市旅游发
展的先进经验与理念。
具体有：国际化、城市化、生态化、品牌化等；国内外城市利用城市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的开发对城市
旅游发展的作用；为浙江进一步发展城市旅游提出的相关对策和建议等。
    本书适合各省市地方旅游管理部门官员，以及旅游产品策划和旅游市场推广人员阅读，也可作为各
院校旅游专业学生的课外辅助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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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休闲时代背景下的城市旅游目的地　　在休闲世纪到来之后，休闲、娱乐、游憩、消遣
等名词在人们的口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其相互关系和区别也日渐需要廓清。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探求旅游与消遣娱乐关系的过程中搭建一个更具规律性的、更为宽泛的理论平台
。
　　1.1　休闲与城市旅游概述　　1.1.1　休闲、游憩的概念及其与旅游的相互关系　　1.休闲的概念
　　二十多年前，马歇尔森和沃尔（Mathieson&Wall，1982年）就认为“关于消遣娱乐与旅游的讨论
已经被不精确的专业术语误导而陷入了困境”。
二十多年过去了，对于休闲、消遣娱乐与旅游学科的学术研究曰渐深入，而三者在内涵上达成一致意
见却越来越困难。
消遣娱乐与旅游作为活动范畴最初是从休闲活动中分离出来的，因而我们首先讨论休闲的概念、定义
等问题。
　　生活中人们很早就有了休闲的概念。
休闲不是一个新名词，它是人类文明诞生之后，人类文化演进的社会现象标志之一。
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多德的哲学理论体系以及中国古代庄子的“逍遥游”思想中，都已提出了
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休闲思想和休闲活动。
当时人们更多地将休闲看做一个哲学和社会学问题。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对此都有着不同的理解。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休闲从标志社会阶层的一个阶级名称而
成为一个重要的消费门类，开始渗透到经济学、心理学、行为学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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