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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旅游教育改革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对现有高等职业院校旅游专业的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提出了新
的要求。
浙江省旅游产业正处在由旅游经济大省向旅游经济强省转变的过程中，为及时反映我省旅游产业结构
与布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宣传浙江省旅游产业特色优势和发展成就，满足旅游学科建设、专业建设
和全省旅游教育与人才培养需要，浙江省教育厅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安排由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组
织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旅游大类系列教材编写工作。
《浙江旅游产业地理》列入该系列教材第一批建设规划。
这本《浙江旅游产业地理》教材由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等联合编撰完成。
　　本书属于我国第一本旅游产业地理教材。
该书尝试建立旅游产业地理教材体系，并就浙江省旅游产业概况，旅游资源、产品与市场，旅游产业
结构，旅游产业发展战略与旅游产业布局，旅游产业区划以及旅游产业与地理环境等问题进行了系统
化阐述。
该书在编写过程中注意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及时反映浙江旅游产业最新发展态势。
它既是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旅游大类系列规划教材，也可作为浙江省旅游管理与服务人员培训教材和
旅游专业研究参考书。
　　本教材由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张跃西副教授主编、设计与统稿。
各章编写承担情况如下：张跃西（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柳素芬、杨林（第四章）；应
月芳、周彩萍（第五章）；张跃西、章明卓（第六章）；吕学斌、江五七（第七章）；张跃西、赵清
弟（第八章）。
　　我们衷心感谢浙江省教育厅、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及浙江大学出版社给予的关怀、支持和帮助。
谨此向本书编写过程中参阅的著作和文献的作者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期望本教材能够对浙江省的高等职业教育旅游专业人才培养起到积极的作用。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错误和疏漏，恳请各位专家和同行批评指正，以便我们修改
和完善。
　　张跃西　　200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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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江省旅游产业概况，旅游资源、产品与市场，旅游产业结构，旅游产业发展战略与旅游产业布
局，旅游产业区划以及旅游产业与地理环境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化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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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跃西（1964～），安徽青阳人，西南师范大学生态学博士，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系主任，著
有《浙江旅游产业地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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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旅游产业基础第三节　旅游产业地理的研究方法第一章　浙江省旅游产业
概况第一节　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产业大省转变第二节　由重点地区开发向网络化发展转变第三节
　由营造卖点轰动向持续发展转变第四节　由观光旅游为主向多元化、垒方位旅游拓展第五节　旅游
产业队伍由基本形成向专业化转变第六节　旅游企业经营管理向联合化、集团化转变第二章　旅游资
源第一节　旅游资源的概念与特点第二节　旅游资源的分类第三节　旅游资源的地理分布第四节　旅
游资源的区域特色第三章　旅游产品(旅游消费品)第一节　旅游产品的概念、特点与分类第二节　浙
江省主要旅游产品及其开发第四章　浙江旅游市场第一节　旅游市场的概念与特点第二节　浙江旅游
市场的地理分布第三节　市场细分与区域特征第四节　浙江旅游市场的开拓第五章　旅游产业结构及
其优化第一节　旅游产业结构系统第二节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第三节　浙江省旅游产业结构及其优化
第六章　旅游产业发展战略第一节　旅游产业发展战略概述第二节　浙江旅游产业发展战略抉择第三
节　区域旅游产业布局第四节　未来20年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展望第七章　旅游产业区划第一节　旅
游产业区划的涵义、原则和方法第二节　浙江省旅游产业区各论第三节　旅游区域竞争与协作第八章
　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第一节　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第二节　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第三
节　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措施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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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产业大省转变　　浙江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全省共有重要地貌类景观1800多处，水域类景观200多处，生物类景观1OO多处
，人文类景观1000多处。
其他还有大量的诸如“温州模式”、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等社会经济资源和丽水景宁畲族风情等民俗风
情资源以及杭州宋城、未来世界等人工景观，还有遍及全省的会议中心、节庆活动和文化娱乐场所，
以及具有各地特色的文化资源和数不胜数的土特珍稀名贵产品等。
浙江省作为全国旅游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称之为旅游资源大省，是当之无愧的。
　　1995年，在浙江省旅游工作会议上，龙安定副省长代表省政府宣布，要尽快把浙江省由旅游资源
大省建成旅游产业大省，并成为长江三角洲第一流的度假胜地。
　　根据我国目前旅游业的统计指标，旅游业是否发达，主要是以接待海外旅游者人次数、旅游创汇
数、接待国内旅游者人次数、回笼人民币数以及旅游总产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的。
作为全国重点旅游省区，近几年浙江省旅游业的发展呈现良好的势头，旅游接待量和旅游创汇等指标
稳步增长。
进入90年代以来，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也渐趋合理。
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浙江省接待海外旅游者人次和创汇额，已经上升到第六位，仅次于
广东、北京、上海、福建、江苏。
1988年全省旅游外汇收入3．6l亿美元，比下一位的辽宁省多出近1亿美元。
1999年，浙江省接待海外旅游者人次　　数、旅游创汇数、接待国内旅游者人次数、回笼人民币数以
及旅游总产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五项指标分别为94．78万人次、4．1亿美元、5100万人次
、375亿元和7．3％，超额完成了规划所制定的目标。
　　旅游产业大省的标志：　　——旅游业作为带动区域各产业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其产值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旅游产业具有相互协调、合理有序的产业结构，旅游
购物品的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例超过30％；　　——在全省范围内，至少要有一两个“世界级”的
旅游项目、“世界级”的旅游饭店或“世界级”的旅游商场；　　——经营管理和服务质量与国际接
轨，且有自己的特色；　　——拥有高质量的旅游环境，包括自然、经济和社会人文环境；　　——
国内旅游相当发达，水准逐步向国际旅游接近，出境旅游比例逐步提高，基本形成国际、国内旅游一
、体化的格局；　　——成为全国旅游业最发达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一，其总体水平进入前五位
。
　　浙江省旅游产业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离旅游产业大省的目标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为了实现旅游产业大省的目标，浙江省正在加紧实施旅游业发展战略，努力提高旅游企业软硬件的质
量，大幅度提高旅游业的服务质量和旅游业的整体水平。
　　　　第二节　由重点地区开发向网络化发展转变　　浙江省旅游发展战略提出：“旅游业发展的
重点和模式是立足杭州、宁波、温州，东西两线带南北，其实质是实行旅游区划；提高综合接待能力
，特色旅游加工贸，其实质是优化旅游业结构。
”其形象模式是“三蛛”并网，立体发展。
　　在地区结构上，在继续搞好热点、热线和热区开发的同时，注意逐步开发相对温冷地区的旅游项
目，实施“旅游扶贫工程”。
浙江省上上下下，发展旅游业的积极性十分高，主要表现在：一是许多市、县都提出把旅游业作为国
民经济支柱产业、先导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列入党和政府的重要
议事日程；二是全省各地、市大都成立了旅游管理机构，如不少地方成立了旅游领导小组或协调小组
，天台、奉化、淳安等地还成立了旅游管理委员会，由党政主要领导（至少是分管领导）亲自负责，
三是旅游行业协会组织逐步发展，功能日益完善，作用逐渐增强；四是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制定工作进
展顺利，目前各市已经出台总体规划或“九五”规划，“十五”规划也正在抓紧制定过程中，五是体
制改革逐步深入，截止工999年，全省已经有148家旅行社进行了改制，其中实行民营、股份制的国内
旅行社达134家，占总量的30％，浙江省旅游局、绍兴市、诸暨市等还成立了旅游集团公司，桐庐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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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旅游国有股出售的试点工作；六是省及有关市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强化对旅游业的管理；
七是浙江省旅游宣传促销工作成效显著，大大提高了浙江省及旅游区的知名度；八是区域协作日益受
到重视，1999年召开了江南水乡名（古）镇旅游发展研讨会、浙西一黄山沿线旅游协作研讨会，这些
对加强区域旅游协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起到了积极作用。
　　浙江省发展旅游产业，由重点地区开发向网络化发展还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旅游线路　　浙江省长期以来，主要注重东、西两条旅游线路，即浙东：杭州一绍兴一宁波
一舟山，以佛教和民俗风情为特色；浙西：杭州一千岛湖一黄山，以“两江一湖”和黄山名山名水为
特色，这两条线都比较成熟，已经成为黄金旅游线。
近几年随着浙江省旅游业的发展，浙中南和浙北旅游线也急起直追，特别是金温铁路和沪杭甬高速公
路的开通，千岛湖至黄山铁路的规划建设等，使这些沿线的地区成为全省旅游网络的组成部分。
浙中南旅游线：黄山一金华一丽水一温州，以商务、产业和生态旅游为特色；浙北旅游线：上海一嘉
兴一杭州一湖州一江苏，充分发挥了江苏、上海和杭州的优势，这两条旅游线相继得到开发，并可望
得到较大发展。
浙江省旅游网络逐步得到完善。
　　二、重点旅游区　　浙江旅游长期以来，一直以杭州西湖为中心，西湖及其周边地区一直是旅游
开发的重中之重。
近几年，浙江省四条旅游线沿线各地加快旅游资源的开发，新的热点和重点地区也不断涌现。
普陀山、千岛湖等，已经成为浙江省的第二重点旅游区；绍兴柯岩、桐庐红灯笼、临安太湖源、龙游
石窟、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武义生态旅游区等也已经成为广大游客所称颂的旅游目的地。
　　三、旅游度假区　　旅游度假区是一类重要的旅游产品。
迄今为止，浙江省已经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1个，省级10个，还有不少正在上报待批。
在这些旅游度假区中，杭州之江度假区、绍兴会稽山度假区、湖州太湖度假区等都已经开始接待旅游
者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旅游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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