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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旅游业已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规模化空间地域活动，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扩大，迫切需要
一批熟悉相关岗位工作业务的素质高、能力强的旅游从业人员。
而旅游地理知识无论对于旅游业从业者还是旅游者来说，都是实用性很强的知识。
本书以此为出发点，针对导游讲解、旅行社计调与外联工作实际，以旅游线路为线索，介绍中国旅游
资源、旅游交通及各旅游区主要景点（区）。
本书既可作为高职高专旅游管理专业教材，也可作为旅行社、景点（区）人员培训教材。
旅游爱好者也可通过本书获取相关旅游知识。
本书兼采众家所长，在体例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创新，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结构合理、体系完整：体现产学结合要求，在每一章特设技能训练，全书的结构设计采取理论与
实践交替介绍的编写体例；既有对中国旅游资源总体情况的阐述，又兼顾各具特色的九大旅游区。
二是知识实用、强调应用：兼顾知识点和能力点，以提高学生素质为基础，以职业能力为本位，以应
用为核心。
在各章设置学习目标，学习目标分列出知识目标、技能目标和能力目标3个子目标。
技能目标和能力目标以导游讲解和旅游线路设计为重点。
三是内容先进、教学适用：本书更新教学内容，力求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每一章设置章首案例、本
章小结、关键概念、复习思考题、案例分析、本章推荐阅读书目、相关链接等栏目，简洁实用、内容
新颖、体例完整、操作性强，符合旅游管理相关专业学生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本书由王瑜、王勇主编，负责设计大纲，王瑜负责全书的修订与统稿工作。
各章执笔人员如下：王瑜编写第1章、第3章、第5章、第9章；王勇编写第2章、第6章、第8章；刘婷婷
编写第4章；李飞编写第7章、第12章、第14章；邓清南编写第10章；王杨编写第11章、第13章、第15
章。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书刊资料，得到了中国林业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
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浅陋与错误之处，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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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1世纪全国高职高专旅游系列实用规划教材之一。
本书结合导游讲解、旅行社计调与外联工作实际，以旅游线路为线索，介绍我国各旅游区的主要景点
（区），强调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对相关工作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全书共分15章，主要包括地理环境与旅游资源、中国自然旅游资源、中国人文旅游资源、中国旅游客
源地理、中国旅游交通地理、中国旅游区划以及九大旅游区。
每一章设置学习目标、章首案例、本章小结、关键概念、复习思考题、案例分析、技能训练、本章推
荐阅读书目、相关链接等栏目。
全书内容翔实，观点新颖，应用性强。
本书既可作为高职高专旅游管理专业教材，也可作为旅行社、景点（区）人员培训教材，旅游爱好者
也可通过此书获取相关旅游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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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主体在旅游活动的要素中，旅游者处于主体地位。
旅游活动的发展历史表明，旅游实践乃是先有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后有为旅游者服务的旅游从业队伍
。
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主导因素，他们的数量、消费水平、旅游方式等是决定旅游业内部各种比例关系
及其相应协调的主要因素，因而是旅游活动的主体。
旅游资源是旅游活动的客体在旅游活动构成的各要素中，旅游资源处于客体或对象的地位。
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用于旅游花费的金钱和时间，并且有外出旅游以满足娱乐和求知的愿望之后，他首
先考虑的是去哪个国家或地区才能满足自己的旅游需求，这时，吸引旅游者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合乎其
口味的旅游资源。
固然，一个人准备去某国或地区旅游时，同时也会考虑到那里的生活条件和服务设施，但这只是第二
、三位的需要，而那些具有不同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的旅游资源，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替代，必须自己
亲临其境才能获得真正的精神满足。
所以，旅游资源是旅游活动的客观基础，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招徕客源、开拓市场、发展旅游的重要的
物质基础和条件。
旅游业是旅游活动的媒体相对于旅游者和旅游资源来讲，旅游业是旅游活动构成的媒体。
旅游业是实现旅游活动的媒介、手段和条件。
现代旅游中，完成旅游活动的要素已不再只是旅游者和旅游资源，而是将旅游业这一中介也包括进来
，因为大众旅游的特点之一便是利用旅游业提供的便利服务完成旅游活动，这已经成为一种规范化的
模式。
在现代大众旅游阶段，几乎没有旅游者不再利用旅游业提供的旅游服务。
虽然使用旅游业提供的旅游服务并非是旅游者的旅游目的，但旅游业在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以及在旅
游动机与旅游目的的实现之间架起一座便利的桥梁。
（2）六要素说从旅游环节来说，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所进行的活动主要是游、行、食、住、购、娱
等，即旅游的六要素。
“游”是旅游的中心环节它是旅游者动机和目的之所在，人们通过“游”而得到精神的陶冶和物质享
受。
有了“游”的动机、旅游者就会离开习惯了的常住地，去获取新的知识，去享受异地生活的美。
“游”也是旅游者外出旅游的主要内容，有的旅游者喜欢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以享受山川的壮美、
阳光的明媚；有的旅游者喜欢凭吊历史古迹，追溯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
“行”是旅游的基本环节“行”是指旅游的空间转移。
首先，旅游过程中的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的转移，从住宿地到景点间的转移都要通过“行”来完成
。
其次，“行”在旅游的全过程中也是花时间最长，需用支出最多的项目。
据不完全统计，在旅游的全过程中，几乎有一半是在“行”中度过的；最后，“行”也影响和决定着
旅游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以“行”的方式命名的旅游也日渐增多，例如，航空旅游、汽车旅游、江河
漂流、登山旅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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