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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我们已经跨入了21世纪的门槛。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正经历着一场缓慢而深刻的革命，我们正在对传统的
普通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不相适应的现状作历史性的反思与变革的尝试。
　　20世纪最后的几年里，高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崛起，是影响高等教育体制变革的一件大事。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普通中专教育、普通高专教育全面转轨，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导的各种形式的
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育发展到与普通高等教育等量齐观的地步，其来势之迅猛，发人深思。
　　无论是正在缓慢变革着的普通高等教育.还是迅速推进着的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高职教育.都向我们
提出了一个同样的严肃问题：中国的高等教育为谁服务，是为教育发展自身，还是为包括教育在内的
大千社会？
答案肯定而且惟一。
那就是教育也置身其中的现实社会。
　　由此又引发出高等教育的目的问题。
既然教育必须服务于社会。
它就必须按照不同领域的社会需要来完成自己的教育过程。
换言之，教育资源必须按照社会划分的各个专业（行业）领域（岗位群）的需要实施配置；这就是我
们长期以来明乎其理而疏于力行的学以致用问题.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未能给予足够关注的教育目的问
题。
　　众所周知，整个社会由其发展所需要的不同部门构成，包括公共管理部门如国家机构、基础建设
部门如教育研究机构和各种实业部门如工业部门、商业部门，等等。
每一个部门又可作更为具体的划分，直至同它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相对应。
教育如果不能按照实际需要完成各种专门人才培养的目标，就不能很好地完成社会分工所赋予它的使
命，而教育作为社会分工的一种独立存在就应受到质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
可以断言，按照社会的各种不同需要培养各种直接有用人才，是教育体制变革的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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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新世纪高职高专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编的旅游与酒店管理类课程规划教材之一。
 本教材是由一批从事旅游高职高专教育的一线优秀骨干教师结合旅游高职高专教育的特点精心编写的
。
全书共十四章，每章前有引言，介绍本章的主要内容，要求学生掌握的教材内容。
每章后都配有复习思考题，便于学生课后复习和延伸学习。
    与已出版的同类教材相比，本书具有如下特点：    1．理论知识以够用为度，简单明了。
按照高职高专教育的教学和改革要求，结合旅游业的生产实际，诠释旅游法规及相关的法律知识。
    2．内容新颖，贴近时代，贴近社会需要。
以我国政府制定的旅游法规和相关法律为蓝本，采用旅游业的最新观点和案例，博采众家之长，突出
时代精神，简明扼要，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
    3．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技能训练为核心，以提高能力为目的”的宗旨，致力于培养学生认识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以案说法，贯穿全书始终，由此及彼，由小见大，由浅入深，既说明
了道理，又意味深长，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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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旅游法律关系的主体　　旅游法律关系的主体就是在旅游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承担义
务的人或组织。
在我国能够成为旅游法律关系主体的是：　　1.国家各级旅游行政管理机关；　　2.与旅游业相关的政
府管理部门，如工商、公安、税务、海关、同林、文物等部门；　　3.旅游企业：各类旅行社，宾馆
饭店，交通运输部门；与旅游相关的同林、文物及旅游景点管理部门；邮电通信、银行汇兑、工艺美
术商店等部门；　　4.旅游者。
包括国内旅游者和国际旅游者；　　5.境外旅游组织。
　　（二）旅游法律关系的客体　　旅游法律关系的客体即旅游法律关系主体间权利和义务共同指向
的事物（对象或标的）。
在旅游法律关系中如果没有客体，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旅游法律关系客体包括物、行为和精神财富。
　　1.物是指在法律上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在法律关系中作为财产权利对象的一切有形物质财富。
旅游法律关系中的物主要指旅游资源、旅游设施和旅游消费品等。
　　2.行为是指法律关系中主体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旅游法律关系中的行为主要有服务行为和管
理行为。
　　3.精神财富是指在旅游法律关系中主体从事智力活动所取得的成果（智力成果权和知识产权等）
，如旅游企业的专利、技术秘密、科学发明、产品商标、企业名称标志、管理模式等，都可以成为旅
游法律关系中的客体。
　　（三）旅游法律关系的内容　　旅游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旅游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权利和
承担的义务。
　　旅游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主体一方在法定范围内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各种旅游活动，以实
现自己的旅游目标（利益）。
该主体可依法要求他主体履行一定行为或不履行一定行为，以实现自身的某种利益；该主体的旅游利
益因为他主体的行为不能实现时有权要求国家机关加以保护。
　　旅游法律关系主体的义务：即主体一方为了满足对方某种利益上的要求，必须履行一定行为或不
履行一定行为，也就是当事人按照旅游法的规定进行或不进行一定的旅游活动，从而履行自己的旅游
责任。
义务主体必须按照权利主体的要求做出或抑制一定行为，如果义务主体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就要
受到法律惩罚。
　　1.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利和义务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享有如下权利：制
定有关政策和规定，引导旅游企业合法经营；监督旅游企业的经营行为；协调各旅游企业之间、旅游
企业和旅客之间的关系等以维护旅游业正常有序地运行。
此外，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同际旅游交往中，也享有国际法赋予的相应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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