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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社会以及高新技术的发展，旅游业迅速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
的新兴产业，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朝阳产业之一。
中国旅游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发展过程。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并形成产业是近20年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成为一个旅游大国，中国旅游业已
名列世界前茅。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预测，2l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结构比较完善、品质比较高端并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旅游产业基础，与此同时，中
国的旅游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200所院校设有旅游管理或相
关专业。
然而，我国旅游业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旅游业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第一，我国住宿业、旅行社业、景区景点的发育程度都不是很成熟，而目前国外的饭店业、旅行社业
、景区景点已经走上由单体向部门的融合又从部门融合发展到跨行业、跨地区的融合，形成了集团化
、网络化、国际化、品牌化的跨国集团。
第二，我国旅游业对当代科技手段的运用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目前发达国家旅游者三分之二的人已经实现了网上旅游，而我国还没有非常完备的网上旅游全程服务
的企业，即使有些企业有，规模也很有限。
第三，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环境，如景区景点的道路、标识，旅游咨询服务的网络建设等，还有很多不
足之处。
第四，我国在旅游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上也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我国旅游理论研究滞后于旅游实践，在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教材建设上，表现出“引多创少
”、“北强南弱”的现象。
为适应2l世纪旅游教育事业实践的需要和发展，丰富和加强旅游学科的建设，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组
织了全国近20所高等院校的一批年富力强、富有创造力和实践经验的旅游管理专业中青年骨干教师、
专家、教授编写了这套“21世纪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联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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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文化概论》系统论述了旅游文化的基本理论与体系建构，旅游文化的研究对象、内容和特
点，旅游文化产生和演变的历程，旅游与文化在结构、本质上的内在联系，旅游文化传统的类型、变
迁与当代发展，旅游主体文化，旅游景观文化，旅游目的地文化，旅游消费文化，旅游企业文化和文
化旅游等。
　　《旅游文化概论》既可作为旅游管理专业本科层次的教材，又可作为高职、高专等层次的教材，
也可作为相关专业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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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旅游文化理论与体系建构学习要点理解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掌握旅游文化的性
质、定义、建构、研究内容等分析旅游文化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结合旅游专业实践活动，运用有关研
究方法，展开对旅游文化的研究1.1、文化旅游旅游文化从现象上看，旅游最初最直接地表现为一种经
济行为，旅游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经济指标来量化。
但这只是旅游的表层。
旅游业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必须对旅游资源从文化的层面上进行提炼，这样才能使这一产业焕发
出持久的活力。
旅游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分支，或称为文化的一个侧面。
旅游文化是旅游与文化的一种深层次的结合，是旅游的一个重要层面。
旅游文化学研究必然要建立在普通文化学的基础之上。
但是，作为旅游科学基础理论学科的旅游文化，至今仍是旅游学和文化学诸分支学科中最薄弱的门类
之一。
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
有鉴于此，在具体探讨旅游文化的各个层面之前，有必要了解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有必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旅游文化的本质和基本概念进行阐释。
1.1.1、文化的含义“文化”是各种经典文选中出现频率最大、歧义最多的概念之一。
有人估计，各类不同的文化定义已有数百个之多。
“文化”一词，中国古来有之。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是“文”与“化”的复合。
古籍中的“文”既为文字、花纹，又通文章、文采、文德。
比如，《周易·系辞》日：“物相杂，故日文。
”此处之“文”，意为彩色交错，引申为花纹。
《尚书·虞书》日：“文命敷于四海。
”这里的“文”，则指文德、教化。
《国语·晋语八》日：“夫文，虫皿为蛊。
”此处的“文”指的是文字。
《论语·雍也》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文化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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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文化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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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