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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旅游资源与文化发展创新基地学术前沿丛书》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高水平特色项目“上海旅游
资源与文化发展创新基地”项目建设的主要成果之一。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旅游业获得了全方位的发展，
国家确定的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大政方针逐步落实，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断显
现.“把我国建设成世界旅游强国”已经成为国家旅游业的发展目标。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旅游接待国、第四大旅游客源国和世界
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
届时，我国入境过夜旅游者将达到1亿人次；国内旅游者将达到28亿人次，人均出游2次；出境旅游者
将达到1亿人次，三大市场旅游者总量将达30亿人次左右。
当前，旅游业在我国的很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的支柱产业。
旅游业成为扩大就业领域、加快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旅游也成为城市与区域对外形象宣传的
重要名片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旅游从过去富人的权利，变为每个公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传统的“白天逛大庙，晚上睡大觉”的观
光旅游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休闲度假、生态旅游、体育旅游和奖励旅游等新兴旅游项目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
与旅游关系密切的会展产业、邮轮邮艇产业、文化娱乐业等也蓬勃发展。
此外，旅游企业管理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酒店的集团化经营、分时度假产品的开发、旅游电子
商务等。
中国旅游业正进入转型升级的阶段，其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新趋势和新业态也要求我们密切关注旅游
业的发展趋势，积极去探索新形势下的发展热点和难点问题，以促进我国旅游产业更加健康、更加快
速地向前发展。
实际上，当前我国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也进一步扩大了旅游学科的内涵和外延。
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区域与景区旅游规划、旅游企业管理、旅游电子商务、旅游活动环境管理、旅
游风险管理等都己成为旅游产业发展链上的各个重要环节。
旅游学科也逐步扩展成为涵盖经济管理、环境生态、社会人文和信息技术的学科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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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九章。
第一章导论，开篇介绍研究缘起和研究背景，阐明本项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第二章通过文献综述回顾背包旅游研究的进展，从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对背包旅游的已有
研究进行理论审视，总结和提炼有关背包旅游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学术视野，并指出其现有研究的不足
。
第三章确立本书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第四章首先界定背包旅游和背包旅游者的定义，厘清背包旅游者与其他类型旅游者的区别；然后从国
际范围内考察背包旅游发展的历史，分析其空间格局和基本规律，进而过渡到对国内背包旅游实践发
展的回溯，归纳其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和目的地空间分布特点。
本章最后一部分比较国内外背包旅游发展的不同特点，指出两者在历史背景、旅游流向和产业引导上
的差异。
第五章是本书的关键部分，该章利用国际旅游组织和作者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对背包旅游的主体—
—背包旅游者群体进行了全面的解读，主要针对两大群体进行分析：一为国际背包旅游者（包括旅华
的国际背包旅游者）；二为国内背包旅游者。
从人口统计和社会行为两方面将两者进行数据分析和对比。
第六章根据第五章的分析结果，阐述这一群体的战略价值，也即背包旅游对中国的总体影响，揭示背
包旅游者的市场性及其对中国旅游发展的意义。
第七章是本书的又一核心部分，把对背包旅游目的地影响的讨论，从第六章的整体影响，缩小到对一
个特定背包旅游目的地区域的个别影响，聚焦于滇西北的虎跳峡地区，以该地区的徒步旅游线路为案
例，对背包旅游者作用于当地社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第八章是前述实证研究结果的最终落实，架构我国背包旅游建设的支撑体系。
第九章归纳本书研究成果，并提出更待研究的问题。
该章对研究成果的归纳不止停留于对每一章基本论点的概括，而是将所有章节串联思考后，提炼出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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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因此，在消费能力上，国内背包旅游者强于国外背包旅游者。
当然，以上三个指标的比较也可能说明中外背包客的消费模式不同：国际背包旅游者最热衷花钱之处
在于探险类旅游项目上，而不是住宿和交通等基础服务设施上。
中国缺乏有吸引力的背包旅游产品，也可能是外国背包旅游者预算较低的原因。
除此之外，中外背包旅游者消费水平或消费模式不一致的根本原因是：工，中外背包旅游的起源不同
而引发的观念差异国外现代背包旅游起源于嬉皮士和流浪者，他们无固定收入，居无定所，旅游方式
简单而随意，带给西方当代背包旅游者的概念是“穷亦可游”。
“工作着的假期”等制度也使国外背包旅游者的“穷游”成为可能。
中国的背包旅游伴随着户外运动的发展而兴起，是都市中产阶层的一种另类生活方式，这基本注定了
它从一开始就是一项“烧钱运动”。
中国的背包旅游者比国外背包旅游者更注重装备，背包旅游更多在户外宣传的商业控制中展开，Gorc
－tcX冲锋衣裤和徒步鞋等“行头”虽然昂贵，但仍受背包旅游者追捧。
这种由背包旅游的发展背景不同而产生的观念差异还体现在他们对自身“背包旅游者”身份的界定上
。
调查中，许多国外符合背包旅游者特征的背包客不愿意被称为“背包旅游者”，原因大致可以归为两
类：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背包旅游者是从“嬉皮”演化而来，具有一定的贬义或者过时意味；另一方
面，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背包旅游已经被极大地商业化，甚至有大众化的倾向，自称为“背包旅游者
”已经不能彰显其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个性，因此许多人宁愿被称为“旅行者”而非“背包旅游者
”。
而在中国，“背包旅游者”基本上是一个敬称，许多符合背包旅游者特征的旅游者认为自己还够不上
背包旅游者的“级别”，因为他们不是每次出行都从事徒步、露营等活动，背包旅游者应该是行必带
帐篷睡袋的户外“自虐”者。
事实上，相当多国内自定义为“自助旅游者”的人应该被纳入“背包旅游者”的范畴。
2.背包旅游者年龄和职业结构不同而引发的消费能力差异由于中国的背包旅游者整体年龄偏大，职业
专业人士比国外背包旅游者的比例更高，因而消费能力更强。
最多年龄段的中国背包旅游者为26—35岁，他们收入较丰，家庭负担轻，属于中上等预算型旅行者居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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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我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好友怀孕并生产了。
眼看着她的孩子呱呱落地，而我的论文却路漫修远，心有感伤，孩子的母亲反来安慰我道：撰写论文
绝不是一件比生孩子更轻松的事。
论文写罢，对此话深以为然。
在这最后几天几乎彻夜不眠的写作阶段，我对很多词语有了新的感受，比如，何为癫狂。
很难想象如果当初没有选择这个令我热血澎湃的论题，我该怎样完成我的写作？
在苦寂无边、深居简出的日子里，对浪迹天涯的向往和对苦旅乐途的回味时时漫溢，支持着我坐下来
，写下去⋯⋯要知道，对于一个习惯用脚丈量大地的人来说，旷日持久、足不出户的深耕细作是极难
忍耐的。
好在，尽管以巅峰的癫疯状态收尾，但是我终于熬过来了！
之所以能熬过来，离不开我身后强大的后援团。
导师汪宇明教授从本文定题、提纲确立到最后成文，一直给予持续的鼓励与鞭策。
论文修改期间，导师更是对本文字字斟酌，反复推敲，其严谨求实、追求完美的精神和举动，令我震
撼。
导师的敦促和勉励是我得以按期完成博士学业的重要力量。
张友生老师也为我这个成天奔波于两个师大之间的匆匆学子提供了很多支持。
可以说，他们为我的求学构建了基础的“支撑系统”。
论文前期开题时宁越敏教授曾为论文提出方向性的建议。
宁老师的渊博学识和广阔视野使我高山仰止。
本文雏形时曾受教于白光润教授和朱海森副教授，他们都从百忙事务中抽身，对文章提出了许多很有
针对性的意见，令我感动非凡。
与黄晨熹老师虽未深交，但是他讲授的“社会研究方法”课程使我茅塞顿开，受益匪浅。
此外，要特别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的曾刚教授、谷人旭教授、吴永兴教授、汤建中教授、冯学钢教授、
庄志民教授，复旦大学的夏林根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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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背包旅游理论与实践》是杨卫武编写的，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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