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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气候学研究理论与实践：以海南国际旅游岛为例》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旅游气候学研究的背
景及意义，对旅游气候学主要研究内容及任务做了较为清晰的描述。
回顾了国内外旅游气候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并指出不足和进行展望。
在阐明旅游气候学研究基础理论的前提下，以海南国际旅游岛这一独特的以自然资源为优势的地理单
元为例，详细论述气候与海南旅游资源、舒适度、旅游客流模式及旅游决策等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海
南未来气候变化趋势，定性、定量地分析海南气候变化对旅游业的可能影响。
　　本书适用于旅游与应用气候学研究生及科研工作者，以及旅游经营业者和管理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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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外出旅游的需求在不断扩大，
旅游业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
由于旅游业集观光、购物、娱乐、交通、饮食和住宿于一体，产业关联度高，能够增加就业机会、赚
取外汇收入、促进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都把旅游业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来抓。
目前，旅游业已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产业之一。
据世界旅行和观光理事会测算，20世纪90年代全球旅游业产值已超过了汽车、石油产业，成为第一大
产业。
2009年旅游经济对全球GDP的贡献率达到9.4％，旅游间接就业人数达2.2亿人，占世界总就业人数的7.6
％，旅游相关的服务与贸易达到1.98万亿美元，占世界总贸易量的10.9％。
虽然世界旅游业出现严重下滑，但旅游业的综合功能仍然强劲，世界第一大产业的地位没有动摇。
1.1.2.2我国旅游业在国外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旅游业正在融人国家战略，正进入新一轮快速
发展阶段。
2009年年底，《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出台，明确提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
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我国目前拥有2万余家旅行社、2万余家规模以上旅游景区、30万家旅游住宿机构，还有超过150万家的
乡村旅游接待设施，170C多所旅游院校，共同组成了较为完整的旅游产业体系。
旅游直接与间接就业总人数达7600余万人，约占全国就业总数的9.6％。
2009年我国共接待入境旅游者1.26亿人次，其中入境过夜旅游人数达5088万人次，实现旅游创汇397亿
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旅游目的地；国内旅游人数达19.02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10184亿元人民币。
同时，中国还为国际旅游市场输送了4766万人次的客源，成为亚洲最大的客源国。
根据国家旅游局的规划，中国旅游业在未来5～10年内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其中，入境旅游人数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和国内旅游的年增长率分别将为4％、8％和8％左右。
到2010年，旅游业的总产值将进一步提高，旅游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30％，占GDP的8
％。
国际有关机构和专家对中国旅游业未来的发展也持乐观的态度。
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10年底，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国；到2020年，中
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国，届时中国旅游业在世界市场中所占份额将达到8.6％，
居世界首位；同时中国还将成为世界旅游市场第四大客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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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气候学研究理论与实践:以海南国际旅游岛为例》是由气象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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