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景区管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旅游景区管理》

13位ISBN编号：9787307074385

10位ISBN编号：7307074389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页数：26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旅游景区管理》

前言

　　旅游景区已成为一个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标志；在旅游饭店、旅行社、旅游交通等逐步得到改变和
完善之后，人们对旅游景区的开发和利用给予丁关拄，新景区的开发层出不穷。我国旅游景区开发与
管理的水平经过20余年的广泛实践与探索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在开发实施、管理体制、专业人才
培养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从全国范围来看，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地方旅游规划与开发的力
度不断加强，景区对就业人才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大。不少院校已逐渐意识到旅游景区开发与管理对人
才的巨大市场需求，在旅游管理专业下设置了旅游景区开发与管理教学方向，并设置了相应的课程。
（旅游景区管理}已成为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为培养旅游景区开发与管理的人才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书探讨了景区管理中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全书共分十一章。作者在编写过程
中没有按照传统的功能管理部门进行景区管理范畴的划分，而是围绕旅游景区产品是一种体验这一核
心为出发点。在阐述景区的历史、内涵、分类、功能等知识的基础上，构建景区管理的核心范畴（第
一章）。主要涉及旅游景区项目管理（第二章）、旅游景区质量管理（第三章）、旅游景区人力资源
管理（第四章）、旅游景区战略营销管理（第五章）、旅游景区财务管理（第六章）、旅游景区运营
管理（第七章）、旅游景区可持续管理（第八章）以及旅游景区创新管理（第九章）。教材运用了许
多现代管理学的基本观点。强调对于景区相关的人群的管理是景区管理工作的最主要的部分。　　作
者希望本书能够获得学生和业内人士的认可.旅游专业的学生可以通过本书了解到景区在旅游业中的作
用；接待专业的学生可以通过本书学习到对特定类型旅游产品的管理技能；商学院的学生则可以从中
获得将管理理论具体运用于某一服务领域的乐趣。本书也会令其他专业（如旅游規划、休闲与娱乐、
博物馆管理、环境管理和财务管理）的学生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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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景区管理》主要内容简介：随着视觉消费和体验消费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旅游景区呈现出飞速
发展的态势，在旅游教育中也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本教材共九章，基本涵盖了旅游景区的各个方
面：其一，以旅游景区产品是一种体验这一核心出发点为主线之一，在阐述景区的历史、内涵、分类
、功能等知识的基础上，构建景区管理的核心范畴。其二，以旅游景区管理中的几个主要方面为第二
条主线，主要论述旅游景区的项目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营销管理、财务管理和运营
管理；最后两章则是对从未来发展的长远角度阐述旅游景区的可持续管理以及创新管理，从而使读者
能够有一个总体轮廓。
《旅游景区管理》理论联系实际，吸收了国内外许多成果的最新内容，不仅适合作为高校旅游管理专
业核心教材，而且适合作为景区经营管理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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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旅游景区的非资源构成要素主要是指那些存在于旅游景区当中，却不一定是旅游景区存在所必需
的客体要素，但这些要素却对旅游景区的旅游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或产生积极影响，或产生消极影
响。这些要素包括：“旅游者、当地居民、当地政府。　　（1）旅游者　　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主
体，也是旅游景区的消费者。旅游景区经营效益能否实现，特别是其经济效益能否实现，根本上取决
于旅游消费者的满意度和消费规模结构与水平。因此，向旅游消费者提供满意的旅游景区产品和服务
，是景区经营的主要目标。可以说对于旅游景区而言，旅游者的满意意味着旅游景区经营的成功。　
　（2）当地居民　　当地居民包括生活在旅游景区内和附近的一些居民。在旅游景区中，他们起到
了三个作用：一是这些当地居民所负载的传统文化、民俗、民风本身就可能是景区旅游资源的一部分
，吸引着游客。二是他们又是旅游景区的依附者，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常常依附于旅游景区的经营
和发展，希望通过旅游景区的发展带动当地居民致富。三是当地居民对旅游的认识和对游客的态度直
接影响着旅游景区的经营，同时，他们有时也是旅游经营者，为旅游者提供服务。　　（3）主管部
门与当地政府　　旅游景区所在地政府通常被视为旅游景区所有者的实质性代表，在国家政策框架内
，行使对公共资源的管辖权与处置权，依法享有景区的利益要求，必须与国家和社会公众对旅游景区
经营具有收益权。地方政府对旅游景区的利益要求，必须与国家和社会公众对旅游景区的总体利益目
标相一致，希望通过旅游景区的开发和利用，带动当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当地经济、社会、
环境的协调发展。为此。当地政府要制定旅游景区开发经营的各项政策，及时有效地协调各方面的利
益关系，并且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推动和促进旅游景区的经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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