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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上不少地区的旅游出现了特色消失和旅游文化同质化现象，即使旅游导致文化特色的存留，那也
是一种“文化孤岛现象”。
尽管旅游是一个极富前景的朝阳产业，但并非各个系统都在走向进化，而是自动趋于退化。
旅游系统进化是旅游现象的内部关系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上升性演化。
它有两大标志：第一，与人类社会发展取向的价值取向一致；第二，系统内部的丰富性、组织性、功
能整合性的提高。
综观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史，系统的自发形态总是向着退化方向发展，即熵增的方向；而进化则需要
人类自我控制的力度和范围的增强和拓展。
我国旅游产业急需通过系统升级完成进化，产业系统升级则按自身的动力机制和演进规律进行实现旅
游产业向高端发展。
旅游产业系统升级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高级经济因素——智慧、创意——的作用，它是创新发展的
原动力机制。
创新能力作为高级经济因素，建立新的激励机制是关键。
旅游产业系统升级的动力机制还包括：消费需求的拉动机制、科技进步的带动机制、经济利益的驱动
机制和体制政策的推动机制。
旅游经济素质是制约景区发展的主要因素，旅游经济素质是指旅游经济形态下所形成的并对该经济形
态起能动作用的特定的观念和品质。
用高级经济因素和低级经济因素的比例和各自的利用效率来衡量旅游经济素质，可以为研究旅游产业
系统升级另辟蹊径。
我们的观点是：旅游资源的优势是否能够发挥，依赖于高级经济因素是否发挥作用，而高级经济因素
的比例决定了该地区旅游经济素质，也决定了各地区旅游产业是否具有产业升级的基础。
创意是方法、方案的创造性理念，是灵感的整理、加工、变形、组合。
灵感是潜意识的暗示、模糊印象的联想、灵机闪现（思想火花）。
创意是思想的冒险，是思维频道的转换，是否定自我的态度群重组，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思想探险往往产生“柳暗花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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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景区开发与管理教学指导案例集》是同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景区开发与管理
》配套使用的辅导教材，《景区开发与管理教学指导案例集》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根据教
材内容编写的实际案例；第二部分是各案例的分析；第三部分是背景资料，包括与各案例内容相关的
资料。
《景区开发与管理教学指导案例集》与《景区开发与管理》内容对应，包括开发篇和管理篇。
开发篇包括：景区开发、景区资源、景区形象、景区布局、景区产品和景区营销；管理篇包括：景区
组织、景区运营、景区财务、景区设施、景区环境和景区法规。
　　《景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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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目标是人生前进的航行灯没有坚定的人生目标，就不可能有成功的人生。
很多人有着一身才华却只能随波逐流，沉浸在自己喜欢却无力实现的幻想中。
因为，他们始终不明白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
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只按照冲动和本能行事的人，绝不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他的生命之舟只能在沙滩上搁浅，吃水不深，无法远航，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人。
因为，目标是人生的灯塔。
一个不知道自己明天做什么和能否做成什么的人。
也就是一个没有明天的人。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但是，坚定而明确的人生目标。
必定是成功人士的共同特征。
人生一旦有了目标，就有了巨大的前进动力。
目标是人生的灯塔，前进的动力，是人类进步的指南针。
只有当人们的行动有了明确的目标的时候，并能把自己的行动与目标不断加以对照，进而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努力与目标之间的距离，人们行动的动机就会得到维持和加强，就会自觉地克服一切困难，努
力达到目标。
故事1.马克的失误马克刚成家不久，有个朋友邀请他去露营。
这是个“只限男人”的旅行，马克相信那是今天一般人称为“男人帮”或某些类似这种不太雅的术语
。
当时，他从美国地质研究所拿来几张地图，然后他们启程，到一个名为钻石岔口的地方去探险。
在探险途中，他们在可诺峡谷里发现了一个极美的天然温泉。
冷冷的山泉瀑布自花岗岩峭壁上一泻而下，注入清澈的池塘；另有两股滚热的矿石温泉在此汇合，不
同的水温混合着早晨清新的空气，酝酿出奇异的蒸汽旋涡.弥漫在池塘上，使得该处一片烟雾朦胧，它
是如此宁静祥和却又令人叹为观止。
2.累砂砂、沙相通。
风水格局中，砂统指前后左右环抱居所的山峦，环卫之山。
风水学将砂比成龙的环护山丘，龙的帐幕，龙的仆从。
砂山的形态以端装方正、秀丽为吉，而以破碎尖削、奇形怪状为凶。
旅游景区规划中，砂山是旅游景区周边具有景观审美价值的山体。
根据风水的要求，景区后方的山体要低垂收敛，前方山体曲折生动，左边山体起伏连绵，右边山体柔
顺平滑。
这些山体与旅游景区的空间距离最近，直接决定着旅游景区的小环境，对旅游景区的生态气候、视觉
景观、游客心理感受、环境质量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3.观水水指水源、水流。
“江、河、湖、海、瀑、泉”等水体都是景区景观布置的核心区域。
观水实际上是考察地上地下水源和水流的形态及水质。
水质选择.要求清明、味甘、“其色碧，其味甘，其气香，主上贵”。
水形选择，要求随山而流，弯曲生动，且有湾池，有静有缓为最妙。
景区规划中，流动的水流和静止水域具有不同的要求。
流动的水域区段是景区选址理想区域，水随山而行，景区选址宜选河道弯曲的内侧，水流三面环绕缠
护之处。
若截水而成湖或泊，则应选取地形略有变化、草木繁盛的地方。
许多旅游景区是依静止的水域而建的，若以自然之形选址，最宜选于水域北侧建设，次之选择水域半
月形的内环建设。
为了使静止的水域富有生机，人工修筑环渠，绿化植被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总的说来，旅游景区的水，有张有弛，动静结合，与山林景观相结合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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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穴点穴也就是确定建筑的基址。
在景区规划中，穴指旅游景区最后的归宿之地，旅游景区的核心建设区域。
穴的选择，关键在于“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
通俗地讲，就是指景区内生机蓬勃，植被茂盛；景区外山水围护，山岭葱郁、水流曲折。
旅游景区内外景观融洽而和谐，营造一个富有生机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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