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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专门为高等院校旅游专业本、专科学生编写的专业教材；也可供导游、饭店管理、餐饮管理专
业使用；同时还可供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相关专业以及从事旅游管理、项目策划、市场开发及导游人
员作为在职培训或自学用教材。
本书还可作为旅游管理、地理科学、环境科学、城市规划等专业的教材；亦可作为旅游、管理、经济
、环境、规划等行业部门的管理人员和科技工作者的参考书；并能作为区域旅游资源调查、普查的培
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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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旅游资源概述　　第三节 旅游资源的基本特征　　旅游资源是自然、历史、社会等因素
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资源，它既有其他资源的一些共性，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自
身所独具的特性，例如旅游资源是地理环境的一部分，故其具有地理环境组成要素所具有的时空分布
特征和动态分布特征；同时作为旅游活动的客体，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又使它具有历史人文的特
征和经济的特征。
旅游资源有如下具体特征：　　一、观赏性　　旅游资源与一般资源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旅游资源具
有美学观赏性特征，或者说具有美学观赏价值，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促使旅游者到旅游目的地去
欣赏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美。
　　尽管旅游动机因人而异，旅游内容与形式多种多样，但观赏活动几乎是所有旅游过程都不可缺少
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缺乏观赏性，也就不能构成旅游资源。
形形色色的旅游资源，既有雄、秀、险、奇、幽、旷等类型的形象美，又有动与静的形态美；既有蓝
天、白云、青山、绿水、碧海、雪原的色彩美，又有惊涛骇浪、叮咚山泉、淙淙溪流、苍茫松涛等的
声色美；既有建筑景观的造型美、气势美、时代美，又有地方特色菜肴的味觉美、嗅觉美和视觉美⋯
⋯它们都给游客以符合生理、心理需求的美的享受，使人们的精神、性格、品质等在最具美质的各类
旅游资源中找到对象化的表现。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哲理悟性，至今仍给人们以启示。
把握该特点，对我们在开发旅游资源时，充分挖掘其美学观赏性，具有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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