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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系列教材特色
　　这是一套面向法学专业本科学生的入门级教材。

　　作者多为学养深厚的资深教师，为教而写，注重教学的实用性和学生的接受度。

　　摒弃晦涩的理论说教，紧密结合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强调知识点的传授和应用。

　　语言风格平实准确，简洁明了但言之有物。
非法学专业的读者也可以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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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云亮，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法学科负责人、经济法教研室主任，法学硕士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理事，海南省人大常委会环境资源工
作委员会委员。
代表性著作：《中国经济特区立法研究》、《证券法学》等。
代表性论文：“循环经济的法律解读”、“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几个法律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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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旅游法学导论
　第一节　旅游法与旅游法学概述
　第二节　旅游法律关系
　第三节　国内外旅游法律制度现状
第二章　旅游行政管理法律制度
　第一节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概述
　第二节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和职权．
　第三节　旅游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
　第四节　旅游行政处罚与行政复议
第三章　旅游者法律制度
　第一节　旅游者概述
　第二节　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节　旅游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第四章　旅行社管理法律制度
　第一节　旅行社概述
　第二节　旅行社的设立和审批
　第三节　旅行社经营管理的法律制度
　第四节　旅行社的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
第五章　旅游资源管理法律制度
　第一节　旅游资源管理法律制度概述
　第二节　风景名胜区管理法律制度
　第三节 自然保护区管理法律制度
　第四节　文物资源管理法律制度
第六章　旅游饭店法律制度
 第一节　旅游饭店概述
 第二节　旅游饭店星级评定制度
 第三节　旅游饭店业治安管理
 第四节　旅游饭店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七章　导游和领队人员法律制度
 第一节　导游人员概述
 第二节　导游人员的管理
 第三节　导游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节　领队人员管理的法律制度
第八章　旅游合同法律制度
　第一节　旅游合同概述
　第二节　旅游合同的订立与法律效力
　第三节　旅游合同的履行与违约责任
　第四节　旅游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第九章　国际旅游岛法律制度
　第一节　国际旅游岛的法律界定
　第二节　国际旅游岛规划制度
　第三节 国际旅游岛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第四节　建立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法规体系
第十章　旅游纠纷解决法律制度
　第一节　旅游纠纷解决法律制度概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法学>>

　第二节　旅游投诉
　第三节　旅游仲裁与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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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般而言，除个别旅游者因停留时间短或者完全能够自给自足而不需消费外，旅游行为需要支付
金钱以获得商品或者服务，因此，总的来说旅游者是消费者。
旅游者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消费行为。
旅游消费是一种生活消费，是满足人们的发展与享受需要的高层次消费，包括人们在旅游过程中获得
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及旅游服务。
旅游消费是为了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陶冶情操，发展人的智力与体力，从而达到劳动力扩大再生产
的目的。
旅游者是从旅游市场上购买、使用旅游商品和接受旅游服务，满足其旅游需要的消费者。
　　消费者具有以下一般法律特征：　　1.消费者的消费性质属于生活消费，而非生产消费。
消费者的生活消费包括两类：一是物质资料的消费，如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物质消费。
二是精神消费，如旅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消费。
　　2.消费者的消费客体是商品和服务，而非行政税费等。
商品指的是与生活消费有关的并通过流通过程推出的那部分商品，不管其是否经过加工制作，也不管
其是否为动产或不动产。
服务指的是与生活消费有关的有偿提供的可供消费者利用的任何种类的服务。
旅游者往往需要交纳签证费、治安管理费等，这些税费的收取和缴纳是行政行为，而非消费行为。
　　3.消费者的消费方式包括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消费主体和对象可以是其他人。
关于商品的消费即购买和使用商品，既包括消费者购买商品用于自身的消费，也包括购买商品供他人
使用或使用他人购买的商品。
关于服务的消费，不仅包括自己付费自己接受服务，而且也包括他人付费自己接受服务。
不论是商品的消费还是服务的消费，只要其有偿获得的商品和接受的服务是用于生活消费，就属于消
费者。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法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