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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旅游景观基础、旅游景观客体、旅游景观主体、旅游景观建设等四大部分全面阐释了旅游景观
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基于对旅游景观分类的完善架构，详细解读了各类旅游景观的特征、价值及其开发利用方向等问题。
在旅游景观系统、自然景观旅游发展的生态化、利用历史文化景观进行旅游地形象及品牌塑造的程序
与路径、人工旅游景观与主题公园游娱的发展方向等领域展开了独特的探索。
发展了旅游景观因素、美感属性与旅游景观审美的关系理论，在比较分析旅游景观评价主要技术的基
础上，提出了旅游景观评价方法的正确选用方法；对旅游景观创意与系统营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本书是国内首部系统论述旅游景观与旅游发展关系的著作，在强调旅游学科人文属性的同时，兼顾
旅游景观的技术与工程研究，确保了其既具有良好的理论前沿性，又具有很好的实践操作性。
本书图文并茂，逻辑严谨，案例丰富，适合作为旅游景观规划设计的实践参考，可作为目的地、景区
和景点建设及管理者的案头备用，也适合研究生和大学生作为相关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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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景观与旅游景观景观是旅游资源的基元，是景区景物的主体。
任何旅游地都离不开景观作为其旅游开发与发展的基础，独特的景观甚至成为区域旅游形象的标识，
成为地方旅游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
长期以来，尽管旅游学科以强劲的势头迅猛发展，并且对景区的研究也日益深化和强调动态管理，对
旅游景观却少见系统而专门的研究。
这种现状使旅游研究在其技术服务领域和实用可操性加强的背景下，削弱了其基础理论研究内容。
一方面，景观以其速生、演化和高复合的文化内涵成为旅游活动的重要载体和物质依托；另一方面，
旅游发展的实践不断呼唤旅游景观前沿理论对景观营造、景观鉴赏和保护的积极指导。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新近颁布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l8972-2003）不少地方
中采用了“景观”一词。
作为旅游活动产生和演进基元的景观，既以自身的审美属性成为旅游吸引物，更以其丰富多样的空间
组合成为旅游目的地建设的重要途径。
为此，旅游景观研究亟待成为旅游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原本为多学科研究对象的景观，走进多学科
交叉渗透的旅游学科是十分自然的。
可以预料，旅游景观的系统研究，特别是旅游景观与旅游发展关系的研究，对于旅游理论深化、学科
发展以及旅游开发的实践都将大有裨益。
1.1 景观：多学科的研究对象1.1.1 景观词源《说文解字》注“景，光也。
从日，京声。
”后来引申为“景色”、“景象”、“景致”，是因为有了明亮的日光，美丽的景色才能显现。
同样据《说文解字》“观，谛视也。
从见，关声。
”表明其本义为“仔细看”，观光、观战即取此意。
但是，后来“观”也被引申为所看的东西，具有景象、景色和情景、场景之义。
由此可知，从词源上看，“景观”实际上是合成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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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景观与旅游发展》是国内首部系统论述旅游景观与旅游发展关系的著作，在强调旅游学科人文
属性的同时，兼顾旅游景观的技术与工程研究，确保了其既具有良好的理论前沿性，又具有很好的实
践操作性。
书中从旅游景观基础、旅游景观客体、旅游景观主体、旅游景观建设等四大部分全面阐释了旅游景观
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旅游景观与旅游发展》可作为目的地、景区和景点建设及管理者的案头备用，也适合研究生和大学
生作为相关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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