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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饮食文化研究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很快，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的基本脉络，即由对烹饪业
的重视引发了对烹饪文化的研究；由对烹饪文化的研究，向茶文化和酒文化研究发展；由对技术文化
或食物的研究，扩展到对饮食风俗的研究；由注重对饮食文化历史的研究，拓展到对近现代饮食文化
的重视；由中国的饮食文化拓展到西方饮食文化和中西方饮食文化的比较研究；由偏重资料整理，发
展到学术性和实用性研究。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研究者的视野也由初期的侧重文字学、史学、文学，扩展到对哲学、美学、民俗
学、心理学、消费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知识和方法的综合运用。
总体来看，饮食文化的实用性研究相对较少。
旅游六要素“食、住、行、游、购、娱”中“食”放在第一位。
我国旅游饮食业的迅猛发展、餐饮市场的日渐繁荣和对外交流日益频繁，传统中国饮食文化既能给消
费者带来“文化”的享受，也能给旅游经营者带来现实的或潜在的巨大商机，同时也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外国人的目光。
饮食文化是旅游文化多元组成中的重要一环，是彰显民族文化的窗口，是吸引游客兴趣与消费的重头
戏，需进一步深层次发掘与创新各民族饮食文化底蕴。
旅游饮食经营者要花心思设计经营饮食文化，丰富旅游产品，提升服务品位，满足旅游消费者精神文
化和物质文化的需要，使消费者来消费、享受饮食文化，从而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本书分为七章，在分析研究饮食文化与现代旅游的关系基础上探讨了中国饮食文化中的食文化、茶文
化、酒文化、宗教饮食文化、饮宴文化及饮食观念等在现代旅游开发中的运用和创新设计。
此书可成为旅游工作者，旅游、烹饪、食品专业学生，饮食文化爱好者的参考书。
书中的一些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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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七章，在分析研究饮食文化与现代旅游的关系基础上探讨了中国饮食文化中的食文化、茶
文化、酒文化、宗教饮食文化、饮宴文化及饮食观念等在现代旅游开发中的运用和创新设计。
此书可成为旅游工作者，旅游、烹饪、食品专业学生，饮食文化爱好者的参考书。
书中的一些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和建议、饮食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可以供旅游管理部门和旅
游经营部门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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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旅游企业组织的规模化、链条化。
联合体是相关旅游要素企业的联合，也是开发商、批发商、代理商、零售商关系的联合，具有跨行业
、跨区域、链条式的特征。
由此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与国际通行的“垂直分类”体系相近，有效地实现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也
有利于较大影响力品牌的创建和恶性竞争的规避。
（2）旅游产业活动的专业化、一体化。
联合体内部实行分工合作制，各单体通过专业化提高能力、效率，整个联合体通过团体采购和体内业
务循环，降低成本，获得批零利差和垄断利润。
在品牌建设上采取整体策划，统一形象、统一措施，有利于节约成本，提高宣传效益。
（3）旅游企业管理的信息化、网络化。
联合体管理对信息化、网络化要求较高。
由于联合体各成员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其合作主要通过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协议及信息沟通来进
行，加上服务对象的流动性和服务要求的微细性、及时性，需要便捷的信息网络系统来保证。
另外，为了最有效地将联合体内各成员的服务信息统一向外发布，也需要信息网络的支持。
3.旅游运行模式由点线型到板块型。
传统旅游运行模式是以旅行社为核心，以旅游线路串连景区与旅游诸要素，形成点线型结构体系。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不同利益主体合作规模的扩大，这种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
此外，城市旅游服务功能和旅游目的地建设普遍得到了强化，为新的旅游运行模式的确立提供了必要
条件，这使传统旅游运行模式的改变成为必然。
在板块型旅游运行模式中，单体型的景区及要素企业的功能扩展为依托城市辐射的旅游目的地功能；
旅行社功能进化为以交通企业为主体的服务商和散客服务体系，即旅游服务中心功能。
目的地为游客提供各种要素设施，旅游服务中心则为游客提供信息咨询、沟通联络及交通、导游、维
权等各种必需的便利。
此外，游客还可以利用城际合作协议和网络等信息服务手段，获得更多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从而更充
分地实现其个性化、经济化目标诉求。
同时，这种直接取决于游客选择的市场化运行模式也较好地解决了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日渐成为
主要的旅游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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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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