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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戴斌教授是我多年的好友。
在我的印象中，戴斌教授是一个温文尔雅，做事严谨的人。
在中国酒店业和旅行社业的研究方面，他都颇有建树，对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有着很强的影响力。
前几年，他主持下的北京旅游研究基地对北京旅游业有过多项研究成果，给北京旅游业出过诸多良方
良策。
几个月前，他调入国家旅游局新建的中国旅游研究院，让我感觉他未来的研究将更有施展的空间。
几天前，我读到了他主持的《北京市非传统旅游资源与产业成长研究》书稿。
此书不光篇幅大、容量丰，最主要的是他的研究选题，让我顿时眼前一亮。
我是在前往怀柔北部参加“满族风情节”的路上拜读该书稿的，虽然由于时间短，不可能读完本书的
所有章节，但粗粗一阅，初步得出的结论是，本书选题另辟蹊径，从一个独特角度审视了北京市的旅
游产业，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没准，几年后怀柔北部的“满族风情”这种非传统的旅游资源会逐渐形成一个满乡休闲度假旅游区。
近30年来，一般研究者多从传统的旅游资源，如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人造资源几个方面来研究旅游
，对旅游资源所作的定义一是单一、二是狭小、三是陈旧，已经完全不能穷尽各种资源类型，也使得
旅游业的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
本书从休闲产业和各种新出现的旅游产业新业态出发，将过去被旅游界忽视的资源，当做了旅游资源
，从而大大拓展了旅游资源的概念。
这就使得旅游管理部门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工作更加宽阔、更有抓手、更有作为。
如何促进和引导这些非传统旅游资源形成更加丰富、更加合理、更有品位和档次的旅游产品，应该成
为旅游全行业的一项重要工作。
期待戴斌教授等研究者在非传统旅游资源方面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出更多、更出色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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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北京市非传统旅游资源与产业成长”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北京市硬性非传统
旅游资源的规模结构和发展态势分析、北京市软性非传统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中性非传统旅游资源
的规模分布和发展特征分析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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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斌（1967-），男，汉族，安徽固镇人。
任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经济学博士。
曾任安徽财经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饭店管理系主任、科研处副处长、处长
兼学报常务副主编、校长助理兼中瑞酒店管理学院院长，2003年被北京市教委破格晋升为教授，2005
年入选首批“北京市拔尖创新人才百人计划”，2006年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2007年获“全国
优秀教师”称号。
主要研究领域：旅游企业管理、旅游产业经济。
在《旅游学刊》、《南开管理评论》等境内外媒体上公开发表相关论文250余篇，多次为《旅游管理》
、《中国旅游年鉴》等权威刊物转载。
出版《现代饭店集团研究》（1998）、《中国国有饭店的转型与变革研究》（2002）、《国有饭店产
业重组与集团化管理》（2006）、《旅行社管理比较研究》（2000、2006）、《旅行社管理》（2002
、2005）、《论北京旅游产业安全与成长要素》（2006）、《经济型饭店：国际经验与中国的实践》
（2007）等十余部专著、译著和教材。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旅游局、教育部、北京市政府、北京市社科规划办、中国国旅集
团、岭南国际企业集团等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委托课题40余项，专题演讲270余场。
多次接受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搜狐旅游等境内外媒体专访，先后获得教育部、国家质监总局、北京
市教工委、北京市社科规划办等政府机构颁发的教学与科研奖励。
专长和学术观点：现代饭店集团生长模式和成长维度的系统研究；中国国有饭店的转型、变革、产业
重组与集团化管理；中外旅行社业管理制度与运作机制的比较研究；“政府推动、市场发育、企业主
导”的旅游发展观；立足国内旅游市场，发展经济型饭店；放松政府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特别
是竞争机制对旅游市场效率的调节作用等。
主要讲授课程：《旅游集团研究》、《饭店管理专题研究》、《饭店管理原理》、《旅行社管理比较
研究》（中英文）等旅游管理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主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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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软性非传统旅游资源实证研究  第一节  北京市软性非传统旅游资源概况    一、北京市软性非传
统旅游资源发展的宏观背景    二、北京市软性非传统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  第二节  软性非传统旅游资
源的空间/时间分布实证研究    一、节  庆事件的时空布局分析    二、体育赛事的时间分布    三、北京市
影院/剧场的城区分布和特征  第三节  软性非传统旅游资源与都市旅游产业的耦合（以艺术园区的发展
为例）    一、艺术园区的概念界定和功能演化    二、艺术园区成为都市旅游的载体    三、北京市三大
艺术园区实证研究    四、发展艺术园区，提升北京都市旅游的对策建议   本章小结第九章  北京市中性
非传统旅游资源实证研究  第一节  北京市中性非传统旅游资源的宏观发展环境分析    一、国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大大提升了普通大众追求时尚和休闲养生的意识    二、制度空间的拓展，为民营企业的发
展和繁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    三、产业化程度较低，商业生态环境有待改善  第二节  中性非
传统旅游资源的规模分布和发展特征分析    一、美容、美发、美体资源    二、婚纱摄影资源    三、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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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  中性非传统旅游资源产业与都市旅游资源的耦合    一、北京市医疗保健旅游的发展    二、其他特
色旅游产品——旅游+婚纱摄影的发展  本章小结第十章  北京市非传统旅游资源的产业化评价和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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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分析  第一节  旅游供应商对非传统旅游资源重要性的认知评价    一、旅游供应商对非传统旅游资
源重要性的认知评价    二、北京市非传统旅游资源的产业化现状分析  第二节  北京市非传统旅游资源
的产业化现状分析    一、北京都市旅游的典型产品形式    二、北京市非传统旅游产品供应链与非传统
旅游供应商分析  第三节  北京市非传统旅游供应商（互联网休闲消费组织）供给特征实证研究    一、
消费者自发形成的休闲消费组织（绿野网）研究    二、商业机构推动的中介性休闲消费组织（饭统网
）研究    三、基于互联网的新型休闲消费组织的发展前景  第四节  北京市非传统旅游供应商（交通票
务代理商）供给特征分析    一、北京市交通票务代理市场的宏观环境    二、北京市交通票务代理市场
概览_    三、北京市交通票务代理市场调研分析    四、北京市交通票务市场“乱”与“治”    五、结论  
本章小结第十一章  都市非传统旅游资源产业发展的城际比较研究  第一节  北京与上海非传统旅游资源
产业发展的比较研究    一、上海非传统旅游产业发展背景分析    二、上海非传统旅游资源概况及产业
化现状分析    三、发展经验总结与启示  第二节  北京与伦敦非传统旅游资源产业发展的比较研究    一
、英国体闲业的发展历史    二、伦敦非传统旅游资源现状分析    三、发展经验总结与启示  第三节  结
论北京都市旅游产业发展方向——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本章小结第十二章  基于非传统旅游资源的
北京市旅游产业转型与提升战略研究  第一节  构建传统与非传统旅游资源的互动融合机制    一、旅游
市场供需机制要求下的资源融合    二、都市旅游发展战略要求下的资源融合    三、构建宜居城市、国
际大都市要求下的资源融合  第二节  都市旅游产业提升框架下传统旅游企业的策略选择    一、引入非
传统旅游资源要素，实现产品的创新性和丰富性    二、围绕资源合理配置，通过专业化和集团化、战
略联盟等实现企业运营的整合化    三、引入非传统旅游经营商的全新经营理念和服务模式  第三节  都
市旅游产业提升框架下非传统旅游资源运营商的策略选择    一、立足本地市场的同时注重外来群体的
休闲需求，寻求与旅游市场的对接点    二、加快体制改革，加强市场化运营；引入现代化的商业模式
，实现规范化经营管理    三、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高旅游可进入性  第四节  其他相关利益群体的发
展策略研究    一、相关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    二、行业协会    三、教育培训机构  第五节  结论打造传统
与现代完美结合、旅游休闲文化资源丰富的宜居宜游都市  本章小结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唇齿之间的故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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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集中分布南轻北重特征明显北京市的酒吧主要分布在朝阳区，其次是海淀区和西城区，如图7
－6所示。
朝阳区的酒吧是北京市酒吧业态最为集中的地区，而朝阳区的酒吧又大多集中在三里屯。
除三里屯外，工体、星吧路、元大都、大山子和朝阳公园也都是北京酒吧的主要聚集地。
西城区主要在什刹海和动物园地区形成聚集带。
海淀区的酒吧相对分散，主要分布在北大东门、成府路、五道口、学院路、西直门一带，数量众多，
没有成规模的大型酒吧街。
其他地区，望京、亚运村、日坛、秀水街一带也有不少酒吧。
总体而言，北京市的酒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南轻北重”态势。
北京目前的酒吧聚集现象突出，这是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区位优势和文化因素。
朝阳区的酒吧存量之所以能够占到北京市全部酒吧的一半以上，与其突出的区位优势是分不开的。
这也是包括三里屯酒吧一条街、元大都酒吧街及星吧路酒吧文化街等在内的酒吧街迅速发展的首要因
素。
区位优势的确立，直接推动了酒吧服务业的发展。
首先，朝阳区集中了第一、第二、第三使馆区及北京60％以上的外国商社、3000多家各国公司及167家
驻京海外新闻机构，具有传统的涉外氛围；该区域集中了全市70％的涉外资源，半数以上的星级宾馆
、酒店，众多的交际活动场所都分布在这一区域及周边地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市非传统旅游资源与产业成长>>

后记

随着时光的流逝，对于故乡的记忆越来越多地与吃喝联系起来。
少儿时光，特别盼望着过年，在那些日子里，天空似乎比平日要蓝得多，也纯净得多。
过年的时候，所谓的年夜饭往往只是一家老小围在一起吃些带着汤水的饺子，然后就男女老少分开活
动去了。
在我位于淮河北岸的老家，最看重的是年三十中午的那顿饭，是过年的高潮，也是最重要的标志。
对于这顿饭，孩子们是很早就数着日子期盼的。
早上在鞭炮声中吃完简单的早餐以后，父亲和叔叔伯伯们就去给田野里故去的长辈上坟，兄弟们穿着
家里新做的衣服，倒是自由的，却无心玩耍，心里早就盼着那顿丰盛的年饭了。
满屋满院的都是母亲在厨房里炖出的肉香。
那时的大菜都是用干燥的木柴架上大锅炖出来的，味道比如今的液化石油气加热的小锅菜不知要好多
少倍。
那些弥漫在空气中每一寸空间的香味，还有由这些味道唤起的激动与向往呐，确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
就是现在，穿行于万米高空的浮云之上，真实而温暖的凡间意象也还是透过弦窗，在暮冬的夕阳之下
如此清晰地同行。
可能这样的日子注定只是属于儿时的光阴故事吧。
如今已没有了对节日将临的期盼，也没有了对过去的留恋，更多的只是一种应景或者责任，逢年过节
也多是在异乡度过的。
独自思想的时光，总是无比怀念那些红烧狮子头、糖醋鲤鱼、蘑菇炖柴鸡等一道道家乡的土菜，在空
幻的记忆里去咀嚼那留在唇齿之间的故乡，总是固执地认为彼时、彼地，还有彼景，才是自己今生今
世真实的皈依。
2月15日的晚上，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只要没过正月十五元宵节，就还是属于过年的日子。
在广州东方宾馆参加第八届中国饭店论坛会期间，偷得浮生半夜闲，滴上香醋吃完了一大袋家乡的肴
肉。
在夜色空寂的时光里细细地数着已经过去，却永远不会逝去的青春年少；切切地辨认着某年某月某一
天的味道，那一刻的美妙时光啊，几乎所有前世今生的记忆都在唇齿之间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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