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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旅游总是有一些非旅游因素的⋯⋯旅游，就是来和去的过程，于来来去去的云水之间，托付着
些许梦想。
　　旅途，负载着温暖的心情——抵达抑或离开，托付着所有怀恋和思旧的分量，总和我们的心理记
忆相关。
　　“你从远方交错而过，回首再见，小站就像时光擦出的伤感。
”月台送行，若有地久天长的情人在小站吻别，应以战火烽烟为背景，衬托着旧汽轮机蒸发的一笼白
烟。
青灰的天空，躁乱月台的深深一吻。
她戴着一条深红的毛绒围巾，他穿一身方格子呢绒衬衫。
缓缓出站的火车，车窗里有一个深情的恋人。
　　相似的场景总是会出现在著名的地方，卡萨布兰卡、罗马、巴黎⋯⋯那些游人如织如潮的旅游胜
地，谁能说得清是去寻找别样的风景、胶片中的意境，还是脑海中若有若无的一份向往和挂牵？
只是今天再不见马龙·白兰度的风衣、礼帽，也再不见玛丽莲·梦露的一袭白裙，游走在满大街的都
是牛仔裤、登山鞋以及假冒的名牌包包⋯⋯　　或者是萧瑟的冬天，可以等待一场飞雪。
银装素裹，诗意：盎然。
看神奇依旧在这里上演，梦想从这里绽放，希望升腾于山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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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从经济文化协同动作的视角，将旅游管理研究建立在一种对旅游活动的广义上，尤其是对人
的全面发展的意义的理解之上，基于人类文明一体化的视野探讨旅游业的管理模式，既有一定的理论
创新，也有较强的实际应用价值。
    随着世界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的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得以充分的展现，并最终与人的全面发展
，与人类文明的健全和提升相联系。
本书将对旅游及旅游管理的研究建立在符合其经济—文化—体化特性的学科框架下，以经济—文化的
协同互动为目标，由此既实现一种学科视野和研究方法的超越，又促进有利于旅游业持续成长的管理
品质和管理模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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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息网络化、经济全球化、资源知识化和管理人本化①，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所面临的市场
环境的最为深刻的变化。
　　（1）信息网络化　　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革命给世界带来了两大变化趋势：一是数字化，二
是网络化。
信息网络化是指信息技术特别是现代通信技术的飞速进步与发展，对信息产业的巨大推动，以及对传
统产业的逐步改造。
信息网络化不仅对信息产业和传统产业产生影响，同时它们也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对各类用户产生
影响，甚至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看，每一次人类传递、交流信息的技术变革都有力地推动了人类自身的发
展。
从语言的诞生、文字的使用、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电话电报、广播电视的广泛使用到计算机的出现
和互联网诞生，世界运行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Internet的迅速普及，人类开始进入了一个网络时代，信息网络成为联结
各种社会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主要手段和方式。
由于所有信息的传递、搜集、加工、处理都可以在因特网上进行，大大缩短了人们的时空界限，所以
国与国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变得非常迅捷和方便。
信息网络化的趋势，为全球经济的即时、动态连接及组织、企业的协同合作提供了技术条件，也促进
了企业的战略转型。
　　首先，信息网络化促进了以知识和技术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调整。
信息网络化不仅支撑了信息产业这一支柱产业，而且也对传统产业的管理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在工业社会里，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式分为两种：一是增加资产投量，也就是增量调整；二是对现有资
产作出调整，也就是存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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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业经济：文化协同论》共分9个章节，主要对旅游业经济文化协同论作了介绍，具体内容
包括经济—文化协同运作的方法论资源探讨、旅游业的经济—文化本性及其历史发展、旅游业经济—
文化协同运作系统、旅游业系统结构的原生变量分析、旅游业经济—文化协同运作的运行模型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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