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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一五”时期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中国旅游业迈向世界旅游强国目标的
战略转型期。
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全球化发展，产品差异化成为备受关注的战略主题。
本书将旅游目的地作为一个整体产品，来探寻其差异化的来源，以及差异化道路的选择机制，是一次
全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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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目的地的产品差异化理论与实践》一书通过构建一个基于信息传递的旅游目的地产品特征空间
模型，试图阐明目的地厂商通过发布并传递产品信息来实现信息性差异化，从而实现旅游目的地产品
独特差异化过程的内在机制；并结合我国西部旅游发展的实践，说明了西部旅游目的地产品的差异化
，需要经历从单一的生产差异化向更加注重营销差异化的演变过程。
《旅游目的地产品差异化理论与实践》弥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对旅游学界和业界进一步探寻
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旅游差异化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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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 旅游目的地产品差异化的来源之一：生产阶段旅游目的地产品是旅游供给的物化表现，经济学
家对供给问题的研究通常要考虑三个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为何生产”以及“如何生产”。
因此，目的地产品的差异化过程首先来自于产品的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
生产阶段形成的产品差异可能是因为旅游吸引物本身的差异性，也可能是因为不同产品特征的不同组
合。
一、旅游吸引物的差异性旅游吸引物是目的地厂商所拥有，而其他厂商很难获得和模仿的“资源”①
，在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和兴盛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旅游吸引物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吸引游客到访
。
库珀等(1998)指出，“吸引物是旅游赖以生存之本，旅游吸引物促生了游览，引发了远程旅行，并创
造了整个旅游业”。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旅游吸引物等同于旅游景点，冈恩(1988)就明确提出，没有开发良好的景点
，旅游将不会存在，也几乎不会有交通、接待设施、服务和信息系统的需要。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传统景点与游客需求直接相关的联系开始慢慢减弱，旅游市场上的“目的地
吸引物”开始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成为为游客提供娱乐、购物、餐饮以及其他休闲因素在内的范围
广泛的设施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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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目的地产品差异化理论与实践》适合作为旅游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及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参考读
物；也适合作为旅游专业教师和业内认识的参考用书；同时对从事旅游管理的广大工作者也具有一定
的指导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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