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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景区经营与管理》由旅游景区的基础概论、规划设计、管理经营和拓展案例等部分组成，
共计十二章，每章配有本章导读、课后拓展案例和服务竞技场等内容，对旅游景区的基本业务、规划
设计与经营管理进行了有效的组合。

　　《旅游景区经营与管理》的特色在于：引用了大量案例并作案例分析导引和设计课后训练题等，
以增强内容的实践性，并对我国旅游景区在经营管理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探讨。
让学习者真正从阅读的领悟(教学)、案例的参与(分析)之中体会到旅游景区规划设计与经营管理的精
髓。

　　《旅游景区经营与管理》适用于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学，也可作为高职高专旅游专业的教
学和相关旅游景区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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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保持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旅游也日趋普遍化。
而旅游业因其强大经济带动性这个行业特点，在国民经济中担负着重要的作用。
旅游区经济的发展，其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作用已引起了中外学者的热切关注。
在旅游的影响下，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碰撞，原始社会文化将发生变化。
旅游业发展对旅游区社会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旅游对旅游区居民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旅游者以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介入旅游目的地社
会中，引起旅游区当地居民的思想变化，从而产生各种影响，这种影响称为示范效应。
示范效应是旅游对旅游区社会文化发生影响的主要途径。
旅游区居民向旅游者的模仿最直接、最明显地表现在日常生活的言行当中，这种模仿既包括动态的如
语言、表情、手势等，也包括静态的如衣着、仪表等。
同时这种影响在旅游企业的从业人员身上也明显反映，尤其是涉外酒店的员工，由于他们长期工作于
不同文化交叉并存的环境之中，况且外来文化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就容易造成员工心理上的失衡。
另外旅游者的自由和物质上的优越感会导致旅游区当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人模仿游客的消费方式和行为
，为了提高消费水平，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可能在服务业中就业。
旅游者示范效应在引起当地居民心理发生变化之后，通过社会化过程可以转化为社会心理，如果能正
确处理好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则能实现社会心理的现代化，社会心理现代化有利于实现社会文化的
现代化。
（二）旅游对旅游区社会生活的影响旅游对旅游区社会生活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旅游业的发展不但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还改变了当地社会的结构。
比如，旅游使旅游地居民的经济观念越来越强烈，经济上的计较（算）已成为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重
要标尺，旅游活动的开展使居民社会组织基础发生改变，社会分层扩大，许多人的社会地位产生巨大
变动，由此产生了一个新兴社会阶层，他们组成与传统地方精英相制衡的社会控制力量。
移民问题也是旅游对旅游区社会生活影响的另一个明显方面，旅游开发不但帮助社区留住了将要迁移
的人员，而且将那些寻求工作与发展机会的外来人也吸引进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那些处于边远
地带的旅游区的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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