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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我们湖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送走了第十二届本科毕业生和第五届硕士毕业生。
我们的旅游管理专业，已经走过了16年的本科教育和7年的硕士教育的道路，回首往事，激动万分。
　　1993年，全国旅游业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湖南旅游业的发展也如火如荼，急需中高级旅游人才
，我们适时而为，利用湖南师范大学的旅游专业人才，在历史系创办了旅游经济专业。
随着高等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愈益成熟，在1997年，当旅游经济专业渐渐演变为旅游管理专业时
，我们也顺其自然地成为了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旅游系。
随着专业的发展，1999年，成立了旅游学院，分设了旅游管理系、酒店管理系和旅游研究所。
2001年获得了湖南省第一个旅游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开始着力学位点建设，学科建设速度进
一步加快，2007年，被湖南省委宣传部确定为旅游与休闲研究基地。
　　事实上，我们对旅游科学的研究，远远早于我们这个专业的建设历史。
还是在新中国旅游科学开始起步的时候，我们湖南师范大学（当时还是湖南师范学院）就有专家学者
致力于湖南旅游问题的专题研究，发表了湖南省第一篇旅游学术论文，指导了湖南省第一篇以旅游问
题为选题的本科生毕业论文，这是我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湖南师范大学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开始大力介入旅游科学的研究，一时间成
为湖南省旅游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到了90年代中后期，我们的专业建设已经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同时，一批省内外的中青年学者开始加
入我们的旅游学院专业建设的队伍中，使我们这支队伍更加壮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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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的旅游规划与开发方向的研究，在二十余年来的探索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第一，首倡旅游资源非优区开发研究，形成的系统研究成果颇有特色。
这一研究已经持续了20年，形成了旅游资源非优区的突变理论、补偿理论、屏蔽理论、依附式开发理
论等成果，完成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而且在规划实践中，成功地规划设计了一批旅游资源非优区的旅
游业发展战略，创造了金洞生态旅游区这样一年收回全部成本的成功范例。
第二，市场主导旅游规划的方法论体系的研究也很有特色，我们努力将市场研究方法融入到旅游规划
主要工作中，促使旅游规划市场导向思想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体系，尤其是在市场研究方法有机融人旅
游规划的途径、不同类型旅游地的市场调研方法、市场信息有效化途径、旅游产品设计“双筛法”、
旅游产品开发智力成果权的市场保护等几个方面表现出了独到的色彩，也对旅游规划的规模估算、效
益测定、形象设计、市场定位等方法进行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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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旅游购物品消费水平的几点思考　“人世”后我国潜在旅游市场的发展趋势及开拓策略　湖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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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内旅游区域开发研究，虽与国外有相当多的必然联系，但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明显特色，基本
走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其产生并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旅游开发的首次巨大浪潮之中，主要探索者陈传康不仅研究了我国
著名风景名胜区的开发，更多地探索了沿海部分经济高速增长地区的旅游资源并不十分优越地段的旅
游开发问题，并形成了一套“理论+案例”的研究范式，最后总结了区域旅游开发六大模式，其中有
五类属于旅游资源非优区研究范畴。
另外，较早涉足旅游资源非优区研究的还有如张凌云提出客源型旅游地开发问题，认为其门槛范围小
，旅游资源丰度指数小，靠近经济发达大城市，客源充足，资源潜力不足，需要开发新的旅游资源。
当然，还有许多旅游资源非优区的描述介绍及其开发战略的研究文章，但多数并不承认自己是在作旅
游资源非优区研究，而是极力把它美化成旅游资源优越区。
　　笔者正式提出旅游资源非优区概念并着意寻找其适合的开发道路与战略。
同时，旅游资源非优区开发的成功事例日益涌现，不少已成为优越区；进而，在对中国大量旅游地实
地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旅游资源非优区突变现象，作了征兆、类型、规律、预测等方面的诠释
，同时提出了补偿形象和屏蔽现象并作了初步的系统研究，揭开了系统研究旅游资源非优区的序幕，
又进一步就资源关系进行了旅游地类型的划分并设计了旅游开发模式，对旅游资源不丰富且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地区的周末度假村建设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和部分实例研究，同时觉得有大量问题需
进一步深入研究。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管理的多角度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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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