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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研究30年专家评论》

前言

这本论文集是为国家旅游局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年而作，书中的内容原本是《中国旅游研究30年
：1978—2008》中的一个篇章，为使专家的观点更具有独立性和系统性曾计划单独出版；后来又恰
逢2009年首届中国旅游科学年会召开，很多学者提交了会议论文，于是我们将专家评论和年会论文合
并，便形成了现在的《中国旅游研究30年专家评论：1978～2008》。因此，本书既是学者们对30年中
国旅游研究共同总结回顾的论文集，也是2009年首届中国旅游科学年会专家畅谈旅游研究焦点的论文
集。在中国旅游研究的而立之年，邀请全国旅游研究领域的专家对各自所熟悉、感兴趣、最有心得的
领域进行评论，初衷在于，让专家们敞开心扉地讨论自己最想谈的问题，自由地总结和梳理某个领
域30年来的研究历程及得失，集各家之长，看清我们未来研究的道路，以实现旅游理论研究对产业发
展的推动作用。30年来，我国旅游研究虽然起步晚、起点低，但研究者们从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到结
合国情进行创新性研究，使我国旅游研究水平迅速发展，在空白的基础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国
旅游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为了全面展示各研究领域的进展，充分展现旅游研究学者的精神风貌，我
们倾力邀请了活跃在我国旅游研究第一线的专家参与评论，他们有的倾其毕生精力投身于旅游研究，
孜孜不倦，有的则是后起之秀，饱含激情，是我国旅游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论文集包括“30年研究
评论”和“旅游科学年会论文”两个部分，收录了活跃在我国旅游研究前沿150多位专家的真知灼见，
共154篇文章，106万余字。第一部分是“30年研究评论”，共93篇文章，58万字，分为旅游综合研究
、旅游产业经济、区域旅游发展与规划、其他旅游研究四个栏目。文章主要是专家们对各自感兴趣或
者专长领域的几十年来的研究评述。根据要求，文章都比较简短，内容主要涉及旅游理论与学科发展
、旅游产业研究、旅游经济及管理研究、旅游资源开发力量与规划研究、区域旅游研究、旅游社会文
化研究、旅游休闲研究等七个方面。第二部分是“旅游科学年会论文”，共61篇文章，48万字，分为
旅游学科理论与教育、旅游产业经济、区域旅游发展与规划、其他旅游研究四个栏目。文章篇幅较长
，主要是我国首届旅游科学年会的学术论文投稿，内容主要涉及旅游教育、旅游产业、旅游经济及管
理、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地方旅游实践等五个研究领域。文章的作者所代表的领域包括旅游经济学
、旅游地理学、旅游管理学、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旅游市场学、旅游公共管理学和城市旅游等
。总的看来，旅游产业研究、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旅游教育与旅游基础理论、旅游经济及管理等方
面的文章所占比例较大，这也反映了我国旅游学者研究领域的集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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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研究30年专家评论》

内容概要

《中国旅游研究30年专家评论:1978～2008》既是学者们对30年中国旅游研究共同总结回顾的论文集，
也是2009年首届中国旅游科学年会专家畅谈旅游研究焦点的论文集。在中国旅游研究的而立之年，邀
请全国旅游研究领域的专家对各自所熟悉、感兴趣、最有心得的领域进行评论，初衷在于，让专家们
敞开心扉地讨论自己最想谈的问题，自由地总结和梳理某个领域30年来的研究历程及得失，集各家之
长，看清我们未来研究的道路，以实现旅游理论研究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30年来，我国旅游研究
虽然起步晚、起点低，但研究者们从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到结合国情进行创新性研究，使我国旅游研
究水平迅速发展，在空白的基础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国旅游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为了全面展
示各研究领域的进展，充分展现旅游研究学者的精神风貌，我们倾力邀请了活跃在我国旅游研究第一
线的专家参与评论，他们有的倾其毕生精力投身于旅游研究，孜孜不倦，有的则是后起之秀，饱含激
情，是我国旅游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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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研究30年专家评论》

书籍目录

序上篇30年研究评论综合研究旅游高等教育和科研的30年——我的另一类经历中国旅游理论发展30年
旅游学科的自省与超越——对中国旅游学科建设现状的调研及分析关于旅游科学对旅游产业认知的回
顾从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到理想主义理性回归——中国旅游地理学发展30年回顾旅游研究年轮：环城
游憩带的故事有关旅游的十个基本概念探析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中国旅游研究30年旅游法律问题研
究经历回眸关于加强旅游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试论旅游学科的构建旅游学科建设探析旅游学科
定位与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从旅游经济学的构建与探索看旅游学科的进步与发展关于中国旅游学科建设
的回顾与思考遵从学科认知规律，规范旅游学术研究中国休闲研究评论我国休闲研究综述休闲时代发
展历程及其对我国休闲研究的启示我国休闲旅游理论研究重点及问题综述休闲管理领域评论中国旅游
体验研究30年评述旅游产业经济为了一个更加大众化的旅游住宿产业的未来——中国饭店30年批判旅
游咨询业在市场推动下探索成长关于中国特色旅游经济理论与实践改革开放30年中国旅游经济研究发
展与思考中国旅游需求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我国旅游产业及旅游饭店研究发展的主要脉络和前瞻
改革开放30年中国饭店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中国饭店服务理论的回顾与展望现代旅游业研究进展述评
——兼论现代旅游业的生产性服务特征国内旅游业产业地位研究进展旅游集群：旅游产业范围的新视
野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因素研究述评国内外旅游效率和生产率研究综述中国旅游循环经济研究进展及其
展望酒店餐饮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旅行社成长战略研究文献综述景区经营权转让研究述评旅游景
区经营权转让研究国内旅游购物研究评论旅游投资环境研究旅游投资业态分析及战略述评中国主题公
园研究30年进展中国会展经济研究30年点评中国节事(节庆)旅游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旅游电子商务
十年研究的评述女性旅游的消费市场研究区域旅游发展与规划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态势与前景中国乡
村旅游研究述评乡村旅游实践与理论研究述评——乡村旅游及其可持续发展广西乡村旅游的实践进展
与理论研究述评30年中国乡村旅游研究述评农业旅游研究评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一种新
的世界遗产类型秦岭北麓观光农业研究述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旅游合作发展与研究评述旅游城市
化——旅游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旅游规划理论及其发展双“导向”的产品才是最好的产品对我国旅游规
划研究的思考从旅游开发规划、旅游产业规划到旅游建设规划——中国旅游规划发展30年回顾与评价
中国旅游规划的几个发展趋势中国旅游规划的历程、问题与建议2000年以来我国旅游规划研究领域热
点问题综述——基于CNKI的文献检索与分析我国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研究述论旅游资源研究的进展
和旅游资源观的演化我国县域旅游发展分析与比较海峡两岸旅游互动问题研究述评中国地质公园旅游
研究述评中国旅游策划研究旅游目的地形象测量研究述评对我国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研究现状、问题与
趋势的认识其他研究中国生态旅游研究述评旅游容量：从限制到调控的思考关于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
研究生态旅游：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实践生态足迹及旅游生态足迹旅游生态环境影响研究的重要课
题——对旅游废弃物的研究中国旅游安全研究20年回顾(1988～2008年)旅游社会文化研究30年进展中国
旅游文化研究评论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可持续旅游开发的治理模式研究述评可持续旅游发展从理
念到实践中国森林旅游研究述评旅游气候学研究进展工业旅游及其研究进展工业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
研究红色旅游研究述评中国温泉旅游研究评论青少年修学旅游研究与实践中国学者对日本旅游的研究
下篇旅游科学年会论文学科理论与教育非惯常环境：旅游核心概念的再研究——建构旅游学研究框架
的一种尝试中国旅游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与难点——走出旅游学基础理论“丛林”的探索从宗晓
莲到TimOakes：中外旅游研究方法比较研究职业精神，中国旅游业持久之痛中国旅游教材出版工作的
发展回顾中国旅游高等教育刍议对我国旅游、旅游学与旅游教育问题的认识我国旅游高等职业教育培
养模式研究评述高等旅游教育改革之路探索——重庆工学院创新旅游教育体系的研究与实践我国旅游
教育30年发展的若干判断对中国旅游转型升级与旅游科学发展的深度思考关于高等旅游教育模式和方
法的理论研究中国旅游专业30年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提升研究生教育是提升旅游学科的重要途径“产学
研一体化办学”促进高等旅游教育改革与创新高等学校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规范建设研究旅游产业
经济北京奥运会对非举办地入境旅游的影响——以桂林阳朔为例中国饭店的中国顾客——偏好与满意
度研究大型旅游企业集团发展旅游超市新模式探索——基于微观旅游产业集群的一些思考以产业生态
学视角看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关于中国旅游产业地位提升的若干思考现代旅游业的生产性服务领域及功
能拓展论旅游行业信用缺失的原因及对策建议旅游企业在不确定性时期的战略选择旅游公共服务与管
理信息化背景下旅游供应链核心企业培育探讨我国导游管理：就业导向的要素视角分析——兼议旅游
业及其他服务业就业导向的一些误区从利益相关主体视角研究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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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研究30年专家评论》

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资产管理研究红色旅游市场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特征分析旅游营销的成长
与前瞻旅游循环经济管理的新模式：环境审计经济危机下的中国旅游业市场与投资分析及应对措施论
针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发展的台湾旅游产业政策入境旅游流的形成、演变与影响——张家界“韩流”
现象研究旅游资产证券化模式探索区域旅游发展与规划中国区域旅游合作：进展、格局与基本趋势中
国30年来旅游规划现象的本体论思考及理论展望中国旅游规划的特点、问题与对策旅游发展战略思想
与空间布局规划研究——以海南旅游发展20年为例我国旅游规划发展的“软肋”探讨旅游规划必须强
调在“市场部分”下工夫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研究——以河南省修武县为例上海旅游发展的基
本经验与展望桂林旅游发展30年回顾浅析新休假制度调整对桂林旅游业的影响郑汴一体化背景下区域
旅游经济发展研究旅游品牌的环境依托——以“好客山东”为例上海旅游产业结构健康指数及其应用
研究基于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协作条件下的旅游产业纵向一体化研究广东旅游实践与理论发展研究长江
三峡库区游艇经济发展的初步研究——以三峡库区重庆段为例其他研究中国冰雪旅游发展及存在的问
题旅游房地产的空间效应研究低碳旅游——世界旅游业持续发展道路的新选择从生活世界到旅游世界
：心境的跨越基于变精度粗糙集旅游目的地游客满意度测评模型大国优势与中国旅游业的高速持续增
长旅游研究的合法性：一个基于语言游戏理论的思考基于均衡利益原则的乡村旅游土地流转模式研究
关于我国乡村旅游建设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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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研究30年专家评论》

章节摘录

插图：基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必然发展。首先，游艇经济是滨水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必然产物。经验数据表明，当地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游艇经济”开始萌芽。2008年重庆1小
时经济圈人均GDP已突破3000美元大关，达23000元人民币，跨人游艇经济启动的“门槛”。其次，成
库后的“后三峡时代”，三峡旅游从传统的过境游船“一线游”观光产品，向集观光、休闲、度假、
水上运动、娱乐、商务会议等于一体的“目的地游”多元化产品体系转型。因此，在“后三峡时代”
，游船旅游载体必然会出现由单一的观光性游船，分别向公众性游轮大型化和私家性游艇小型化的两
极方向分化，以适应库区景观环境变化和满足休闲时代市场消费的需求。基于库区经济社会需求——
必须发展。一是城市发展的需要。游艇经济是现代滨水城市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功能形象和生活
品质的重要标志。重庆作为库区最大的城市，要实现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国际化大都市的奋斗目标必
须发展游艇经济。二是破解库区产业空虚的需要。游艇经济关联度广、带动性强，既可充分利用库区
水体资源优势，又因其对水域环境要求高而促进库区环保建设，是保障库区生态安全、破解产业空虚
、吸纳移民就业安置必须发展的特色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培育和发展游艇经济，先后被纳
入国家六部委《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发展规划》及库区各级政府的“十一五规划”和相关文件中。i是三
峡旅游提档升级的需要。大力培育游艇经济，对于应对“高峡平湖”的景观环境变化、对接旅游市场
需求、丰富三峡旅游业态、提振三峡旅游品质形象，把j峡黄金旅游水道打造为世界级内河游船旅游精
品和特色鲜明的旅游目的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库区已有发展条件——可以发展。一是有资源优势。
三峡库区拥有640多公里长的干流岸线，面积约1084平方公里的广阔水域，沿江分布着10多个从特大城
市到一般县城的城市群、近百条支流、110个岛屿、10多个大型湖泊以及300多个旅游景点。为游艇经
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和资源基础。二是有市场需求。尽管库区总体经济水平相对落后，
但沿江城市尤其是重庆主城区的消费水平并不低，且消费意愿强烈。例如，单从与游艇消费相当的高
尔夫市场来看，重庆目前有高尔夫俱乐部6家，拥有会员高达2000余人，人均年会费为20万～30万元人
民币。若考虑旅游、公务、商务以及吸引周边省市富有阶层等消费，游艇消费市场潜力很大。三是有
发展基础。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三峡游船旅游发展，形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游船群和相关基础配套设施
，积累了丰富的游船经营管理、旅游服务经验和一大批专门人才。目前，经营三峡旅游的游船企业
近27家，有豪华型游船54艘、经济型游船53艘，游船总资产近50亿元人民币；与游船相配套的旅游码
头、旅游汽车等资产约50亿元人民币。2007年，豪华游船和经济游船分别接待三峡游客27．7万人次
和48万人次，直接总收入16．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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