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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理学》

前言

20世纪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人类从以劳动为中心的“工作时代”步入讲究生活品质的“消费时代
”。旅游成为一种时尚和热门产业。21世纪推崇的生活理念更是将旅游的魅力数倍放大。旅游正在渗
透着现代社会的每个角落，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
高速发展，中国的旅游业也进入持续发展的快车道。顺天时、应地利、聚人和。经过短短20多年的发
展，中国的旅游教材从无到有，日渐丰富多彩、种类齐全。但是当用“特色”和“水平”这两个坐标
体系来给它定位时，我们不得不坦承，中国旅游教材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大多还属于“
简单积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目前，教材技术标准好像很完善、简单，编制也容易，但本质的、
决定教材发展的不是教材编写规则，而是旅游发展自身，或者说是社会需求。由于旅游发展总是充满
着不确定性，没有太多的规范和标准可以依据，因此，中国旅游教材的编写，也面临着三大难题和三
大困惑。三大难题：（1）中国的旅游学术研究与旅游教材编写大体上同步。总体来说，中国的旅游
学术研究理论深度不够，学术水平不高，这就使得中国的旅游教材编写缺乏应有的厚实基础，许多理
论问题本身还在不断探索和形成之中。（2）旅游涉及多学科领域的知识，既要求有较深厚的学术功
底、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同时又要求有旅游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融入其中，这对于作
者的综合学术素养是极大的考验。（3）编教材易，写教材难。教材不同于学术著作，不能仅仅是阐
述理论和观点，成一家之言，更不能天马行空，有感就发。教材有教材的特点和要求，编写一套特色
鲜明的、适合学生学习的旅游教材实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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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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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发展历程中国旅游地理学初步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一些地理学家对自然
风景区的成因机制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张其昀的《浙江风景区之比较观》、任美锷的《自然风景与地
质构造》等。系统科学地研究旅游地理学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在改革开放后旅游业迅速
发展的巨大的现实需求和地理学大变革（如人文地理学的复兴等）背景下出现的。中国旅游地理学进
入系统研究的标志是1979年底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组建旅游地理学科组，随后得到了快速发展，其
研究理论日趋深化和成熟起来，目前大量的旅游开发、规划与管理等均以旅游地理学为基础。透视中
国旅游地理学20余年的发展进程，不仅有助于帮助理解当前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特点，更会有益于
今后进一步的发展。中国旅游地理学发展走过了一条实践一理论一再实践一提高和完善理论的道路，
中国旅游地理学优势与挑战并存，其发展历程可大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①：（一）初创阶段
（1979-1985年）中国系统科学地开展旅游地理学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至80年代初形成
了旅游地理学的第一个较快发展时期。初创阶段的旅游地理学，主要以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地的研究
为主，侧重于对旅游地景观的描述，并探讨其分布、形成的规律，对旅游区的交通、客源的流向，以
及旅游区的开发建设进行分析，研究者大部分是地理专业人才。从开始起，旅游地理学界就积极参与
开发实践，并获得成功，如郭来喜1983年在全国保护长城工作会议上提出“保护长城，研究长城”，
首倡国内外集资修复长城代表区段，发展旅游业；1984年郭来喜主持完成《华北海滨风景区昌黎段开
发研究》，是一个获得巨大成功的旅游地开发范例。此外，如卢村禾（1985）等完成的《皖南旅游区
开发对策考察报告》、孙文昌（1985）等制定的《辉南龙湾区旅游规划》等也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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