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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旅游管理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中国旅游地理（第3版）》是高等教育旅游管理
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之一。
旅游地理学是根据发生学的思想，应用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空间相互作用的视角分析旅游现象的
一门应用性学科。
《高等教育旅游管理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中国旅游地理（第3版）》在“三体说”的指导下，
遵循科学研究“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的古训，首先构建了理论框架（绪论），然后根据逻辑顺
序把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模块。
模块一：旅游主体，先从宏观上分析旅游现象发生的环境因素；接着从微观视角分析旅游现象发生的
内在动力，即旅游需要、动机和行为偏好，总结旅游者空间行为规律；再到从宏观视角分析旅游者群
体（旅游流）的运动模式及影响因素。
模块二：旅游媒介，以旅游交通、旅行社、旅游饭店等旅游业传统的三大支柱为例，从地理学视角分
析旅游现象发生的支持性因素。
模块三：旅游客体，在构筑旅游目的地吸引物体系的基础上，按照旅游区划方案，分区介绍旅游目的
地特色，提出了区域联合开发构想。
　　《高等教育旅游管理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中国旅游地理（第3版）》在突出系统性、科学
性和理论性的同时，也强调内容的新颖性、可读性和实用性，不仅可作为高等院校旅游、地理专业师
生教材，还可以作为广大旅游从业人员以及旅游爱好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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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1.2.2 国内对旅游者的定义 出于统计目的，国家旅游局在旅游统计年鉴上也对旅游
者的概念做了界定： 游客，指任何为休闲娱乐、观光、过假日、探亲访友、就医疗养、购物、列席或
从事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体育运动、宗教活动离开常住国（或常住地）到其他国家（或地方），其
连续停留时间不超过12个月，并且在其他国家（或其他地方）的主要目的不是通过所从事的活动获取
报酬的人。
 入境（过夜）旅游者，指入境游客中，在我国旅游住宿设施内至少停留一夜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台
同胞。
 入境一日游游客，指入境游客中，外在我国旅游住宿设施内过夜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
 国内游客，指报告期内在国内观光游览、度假、探亲访友、就医疗养、购物、参加会议，或从事经济
、文化、体育、宗教活动的本国居民，起初有的目的不是通过所从事的活动获取报酬。
 国内过夜旅游者，指国内居民离开常居住地在境内其他地方的旅游住宿设施内至少停留一夜，最长不
超过12个月的国内游客。
 国内一日游游客，指国内居民离开惯常居住地10千米以上，出游时间超过6小时，不足24小时，并未
在境内其他地方的旅游住宿设施过夜的国内游客。
 3.1.3 旅游者分类 旅游研究学科背景的不同，使得旅游分类依据不尽相同。
不同分类方式反映了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旅游所进行的研究。
 1972年，科恩的旅游者角色分类，将旅游者分为四类：团队大众旅游者、个人大众旅游、探索者和漂
泊者，其中探索者、漂泊者类似于旅行者的角色。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等教育旅游管理专业"十二五"规划�>>

编辑推荐

《高等教育旅游管理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中国旅游地理(第3版)》是高等教育旅游管理专业“十二五
”规划教材之一。
《高等教育旅游管理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中国旅游地理(第3版)》在突出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的
同时，也强调内容的新颖性、可读性和实用性，不仅可作为高等院校旅游、地理专业师生教材，还可
以作为广大旅游从业人员以及旅游爱好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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