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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开发与管理》

前言

　　这是一本关于景点（主要是人造景点）问题的综合性教科书。本书阐述了景点的整个开发过程，
并探讨了景点管理中的一些主要问题。　　景点在旅游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刺激人们出游
的重要动因。但是，目前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其他国家还没有哪一本教科书像本书这样深入、全面地
讨论景点问题。本书的写作目的是既能成为有价值的教科书，也能受到业内人士的欢迎。旅游专业的
学生可以从中了解到景点在旅游中的作用；对于旅游接待专业的学生来说，该书可使他们学到旅游行
业景点的管理技能。商学院的学生也能从书中找到将管理原则应用于服务业的生动事例。这本书也会
令学习其他专业的学生感兴趣，如旅游规划、休闲与娱乐业经营、博物馆管理、环境管理、财务管理
等。除此之外，作者希望使该书成为景点业业内人士，无论是私营、国有，还是民办景点的管理人员
的实用手册。本书的写作方法简明易懂，包括了许多与景点开发和管理有关的切实可行的观点。　　
这本书共有三个主要的部分：　　第一部分设定了本书的讨论范围，界定了什么是景点，阐述了景点
在旅游中所扮演的角色，讨论了景点产品和市场，并概述景点的商业环境。　　第二部分探讨了开发
新景点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可行性研究、筹资、项目的设计与管理等。　　第三部分阐述的是管理景
点所面临的任务，如营销、财务管理、经营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　　本书还收集整理了许多
案例，目的在于更好地说明景点开发与管理中的一些问题。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对景点业未来的预测。
　　在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之前，我在旅游行业任管理人员10年之久。希望我的这段经历能够帮
助我将最新的观点同实用的建议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在写作过程中，我尽量使我认为对了解景点至关
重要的一些关键性的观点贯穿于整本书之中。这些观点是：　　●所有的景点都处在迅速变化的商业
环境之中。这就要求景点的管理人员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便预测未来的变化并对变化作出及时的
反应。　　●尽管有时很难确定谁是竞争对手，但景点还是处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之中。　　●虽然景
点的开发与管理的原则都是一样的，但还应该认识到国有、私营和民办景点之间存在着差异，差异主
要表现在动机和目标的不同上。　　●就景点管理而言，我们应该认识到，为阅读上的清楚和方便起
见，本书将管理方面的问题分在几章进行论述，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问题是交错在一起的，是相互
依存的。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营销是人造景点取得成功的核心。　　本书尽量从国际的角度
出发，采用了一些不同国家的例子。但是，一本书的篇幅极为有限，很难做到全面地讨论多个国家的
情况，这是件很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探讨一下美国的情况，或法国，或东欧一些正在发生剧烈变
化的国家的情况，将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其他国家的读者可以将我在第一部分所谈的内容与他们自
己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限于篇幅，本书没有能够讨论特殊活动和自然景点的问题。不过这倒
不算一个难解决的问题，因为读者可以找到大量的有关自然景点管理方面的材料。至于特殊活动的管
理，Gets和Hall两位权威作者有不少这方面的论著。　　篇幅的有限使得本书只能概括一个涉及面非
常广泛的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一些问题的探讨过于肤浅的情况。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可以
发现我尽量在必要时指出了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地方。　　最后，我要在这里感谢在我写作过程中
给予我帮助的人们。首先我要感谢所有那些向我无私地提供各种资料的景点管理人员和员工们。因为
他们人数太多，我无法在这里一一提名致谢，但读者在侧读时可以对他们有所了解。对于那些对我成
书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们，我已在鸣谢中特别表示了谢意。其次，我要感谢同我一起在旅游业中共事10
年的所有的同事们，他们教给了我很多的东西。我还要感谢那些年中我的顾客们，是他们帮助我认识
到了什么是市场。我也要向我的学生们致以谢意，是他们使我不断地更新观点，使我对工作产生了极
大的满足感。　　在成书的过程中，我还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我在这里也要向他们表示感谢。出版
社的Kathryn Grant善解人意，使得出版工作顺利完成；Joan Butt帮助我制作了所有的图表；Judy
Mitchell破译了我潦草的字迹，快速准确地打成文稿。　　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培育了我观察
问题、分析问题和讨论问题的能力。他们为我做出了极大的牺牲，使我有机会去开发我的能力。遗憾
的是我所欠他们的是永远也无法偿还了。　　最后，我还要感谢两位特殊的人物：我的妻子Sue
Horner，她承担了由于我写书给家庭带来的所有的麻烦，没有她的帮助我是不能完成这本书的；我们
的小儿子（现在已经不小了）John，他给我带来了欢乐，使我感到工作之外的生活乐趣。　　最后我
要说的是：祝大家阅读愉快。如果您认为这本书有帮助，那么我所有的努力将是值得的。　　约翰·
斯沃布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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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开发与管理》

内容概要

《景点开发与管理》共有三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设定了《景点开发与管理》讨论范围，界定了什么是景点，阐述了景点在旅游中所扮演的角
色，讨论了景点产品和市场，并概述产业环境。
第二部分探讨了开发新景点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可行性研究、筹资、项目的设计与管理等。
第三部分阐述的是管理景点所面临的任务，如营销、财务管理、经营管理，以及人才资源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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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开发与管理》

章节摘录

书摘        景点的发展史    追溯景点的历史发展过程远比想象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一
个地方须有多少访问者，才能够被称为“景点”，这个“量”很难确定。在罗马时期，每年光顾埃及
金字塔的可能只有几十个罗马人。那时，金字塔是景点吗?还是由于旅游团的出现，交通服务设施的改
善，成千上万的旅游者开始访问金字塔之后，金字塔才真正成为景点的呢?同样，大峡谷已存在了上百
万年。最初被美洲i著人发现后，就是景点了呢?还是直到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使得到那里的大众旅游
成为可能之后，才被看作是吸引旅游者的景点了呢?    其次，到一个地方去的目的问题。是不是只有为
了广义的消遣和娱乐目的而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才能被称作景点呢?那么，出于责任和义务而光顾
的地方，能算得上景点吗?譬如，是不是只有当大多数的人都是为了消遣和娱乐的目的，而不是出于宗
教信仰，来拜访神殿和教堂时，神殿和教堂才能被称为景点呢?许多传统的节庆活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比如，在英国，从什么时候起德比郡的盛装节(当地人为保证来年的富裕生活而举办的活动)不再是
一种宗教活动，而成为吸引游客的活动了呢?    自然景观和那些本不是为吸引旅游者而建造的景观，无
疑是历史最悠久的景点。出于多种原因，其中包括社会的变迁、科技的发展，这些地方经过漫长的时
间逐渐成为了景点。而那些特意为吸引旅游者设计开发的景点是现代的产物，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是
纯粹的景点。节庆活动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的活动，现在已经专门为旅游者服务，如伦敦的军
旗礼阅兵式。另一种是特别为吸引旅游者而举办的，如近年来在欧洲各地兴起的诸多的艺术节。    近
几十年来，世界上的景点和访问景点的人数都在迅速地增加。这反映了自50年代起，世界旅游业的快
速发展和发达国家国内短途旅游的不断增长。构成增长的原因很多，包括：    ●可自由支配收入的增
加。    ●更多的闲暇时间，如带薪假期，越来越多的人享有双休日，因弹性工作制而积累的额外假期
。    ●因科技的发展而出现的先进的订系统和高速的飞机。    ●大众拥有汽车后，个人移动能力的增
加。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媒体提供有关旅游目的地和景点的信息，增进了人们对景点的了解
。    ●政府和私营企业认识到了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加大了对旅游目的地和景点的促销力度。    
●包价度假旅游的出现，使得大多数人能够支付旅游费用，消除了去陌生国家旅游的恐惧心理。    上
述所列举的原因，不仅是旅游受欢迎的根本原因，也是景点受欢迎的根本原因。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
看出景点和旅游业密不可分的关系。    最初阶段    没有人知道哪些是世界上最早的景点。但是，古希
腊人和古罗马人常常外出游览观光，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访问的场所大多是艺术或建筑珍品的所在
地。埃及的金字塔就是吸引古罗马旅行者的景点。这样的场所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使他们得到美的享
受。除此之外，古罗马人还利用滨水的别墅进行一些娱乐活动，如钓鱼、游泳等。古罗马人还将他们
对有水的景点的偏爱带到了他们所建立的殖民地。因此，就出现了巴思温泉疗养地这样的地方。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世界上那一时期的其他某个景点，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有巴思那么大的
访问量。当然，这并不是说以后的考古挖掘不能发现这方面的证据。             中世纪    中世纪的欧洲是
宗教旅游兴起的时期。宗教旅游无疑可被视为早期的大众化旅游。为满足宗教旅游者的需求，各项服
务设施应运而生，如旅店、旅行指南等。旅行者长途跋涉涌向当时的景点、朝觐者的目的地——宗教
圣地。人们设计出固定的路线，将一个个宗教圣地联系起来。比如：孔波斯特拉的圣雅克路线。访问
宗教圣地是出于信仰，但同时也是进行社交活动和游山玩水的好机会。应该注意的是，在欧洲基督教
圣地吸引着大批的朝巍者前来朝觐的同时，其他宗教圣地(如沙特阿拉伯的麦加)也在接待着大批的来
访者。             文艺复兴    与中世纪大规模的宗教旅游不同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非宗教旅游仅为少数
知名人士的活动。他们访问各种各样的景点，既有美学意义上的，也有宗教意义的景点。异国的自然
风光和文化也是吸引文艺复兴时期旅游者的重要因素。              景点与城市振兴、区域政策和国家经济
发展    近年来，世界各国政府和地方当局都看到了旅游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力。但遗憾的是，他们
只重视旅游的经济效益，而没有认识到旅游所带来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问题。因此，他们总是将
旅游作为总体规划的中心，将景点作为特别的重点，企图以此来达到城市振兴、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
的目的。然而，这样的做法常常是不成功的。               英国的城市振兴        英国的工业城镇受到80年代
初经济衰退的严重影响，使这些城镇赖以生存的传统制造业大批倒闭。中央政府感到必须振兴这些地
区，改善其经济状况，减轻这些城镇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旅游被选作达到此目的的主要方法。
中央政府选择了非选举产生的开发公司来具体实施，而不与地方当局协力，因为与地方当局合作常会
卷入政治纠纷。中央政府为达到振兴城市的目的，资助了许多景点。下面是几个这方面的例子。           
 园艺节      英国政府投入了数千万英镑举办了五次园艺节：利物浦(1984年)、斯托克(1986年)、格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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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开发与管理》

哥(1988年)、盖茨黑德(1990年)、艾伯威尔(1992年)。政府希望通过园艺节活动重新利用荒置的土地，
将衰退的工业区添加到游览图中。但是，园艺节结束后，政府却发现很难维持节庆活动所开创的局面
。因此，五次园艺节之后，政府决定不再举办园艺节了。            滨水区的开发    汲取美国东海岸的经验
，英国政府投入了大笔的资金，将滨水区开发为集零售、娱乐、办公、住宅于一体的综合功能区域。
一些地区开发得很成功，吸引着大量的游人。比如，利物浦的艾伯特港每年就接待上百万游客，但所
赢利润并没有完全用于改善最下层、最贫穷的居民们的生活。             国家对博物馆放权    伦敦的一些
国际著名的、国家支持的博物馆正逐步在工业城镇建起分馆，以刺激这些城镇的振兴。位于布拉德福
德的国家摄影、电影和电视博物馆(科学博物馆的一部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久，皇家纹章收藏
晶将有一部分被安放在利兹滨水开发区的一个博物馆中。    政府试图以旅游振兴城市的意图是显而易
见的，因为美国城市的发展战略取得了成功。70090年代，美国的景点大大地带动了城市旅游的发展。
比如，劳(Law)介绍了1993年丹佛的一个调查结果：至少有50％访问丹佛的人是因该市的博物馆和美术
馆而前往的。    除了中央政府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以外，地方当局也在建设景点试图振兴城市。
英国的例子有：威根码头这样的文化遗产景点、顿谷体育馆、福奇池和设菲尔德竞技场等类的体育设
施。           法国的区域发展    法国政府大规模开发的主要目标是区域和乡村开发，而不是城镇的振兴。
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民间团体都利用景点来达到这一目标。以下是三个这方面的例子。           滨海布洛
涅的诺西卡    诺西卡是在布洛涅度假地新开发的、现代化的、以水族馆为主体的景点，为的是吸引旅
游者来加来海峡北部旅游。为了抓住海峡隧道所提供的入境旅游机会，也为了鼓励法国人访问布洛涅
而不是去英格兰东南部旅游，法国专门设计了这个景点，以此来应付隧道的开通给法国旅游带来的威
胁。          设计的目的    如前所述，景点的设计必须满足不同的，有时显然是相互矛盾的目的。这就要
求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这一部分将着眼于与景点有关的一些最常见的设计的目的。首先，讨论两个
财政方面的目的。        利润和收入的产生    景点的设计要以创收为导向，以确保达到所制定的经济目
标。设计可以帮助创收的方法有许多。    1. 设计特别引人注目的景点人口，这样会吸引驱车或步行路
过景点的人访问景点，即我们所说的“过路生意”。    2．建造高效的售票处，使游客的通过量不因此
而受阻。    3．景区内可赢利的设施要建在合适的地点，以确保最合理地发挥其创收的潜能。例如，将
商店建在游览线路的终点处，以免游客拿着买的东西游历景点，有时可能会长达几个小时以上。这种
便利的设计，加上一般人游览后都有买些纪念晶的愿望，为零售点尽可能多地创收提供了保证。同样
，餐饮点的位置应与如何使用联系起来。游客很少在游玩之前吃饭，因此，大多数咖啡厅和餐厅应建
在游览路线的中间或接近终点处。然而，有些游客喜欢边走边吃零食，而不是坐下来吃一顿饭，因此
在大景点内需要四处设些快餐亭，出售饮料和冰淇淋之类的东西。    4．除位置外，可创收的设施的设
计应能对消费者构成吸引力，以保证收入的最大化。店内要明亮，陈列要引入注目，商品的陈列布局
应该让客人看到所有的陈列品之后再从出口出去。这样可增加他们找到自己想买的东西的可能性。像
在超级市场中一样，收款台附近应摆些不贵的小物品，以吸引人们在排队付款时随手拿起些什么，如
糕点等。餐饮店也需要对所售食品进行陈列和展示以吸引顾客。    5．为使收入达到最大的可能，零售
和餐饮店也要设计得有效率，尽量不让客人排长队，不要让顾客因长时间得不到服务而走开。            
节俭运营    设计不仅要帮助景点创收，还应该使经营成本降至到最低。好的设计主要可以在三个方面
降低成本，即人力、能源和商品。    人力通常是景点预算中最大的一笔单项支出，然而这项成本可通
过设计来降低。例如，餐饮店内的布局，可通过设计使服务于每个顾客所需的时间达到最短。此外，
设计上的特色也可降低成本，例如将售票处和商店设计在一起，员工可同时完成两份任务。陈列设计
要尽可能地减少维修；信息栏可极大地降低对导游和接待人员的需求。设计不仅可用来降低劳动力成
本，而且，如上述例子所示，还可用来提高效率和生产率。    对许多景点来说，另一笔可观的成本是
能源，而这项支出也可通过设计来降低。例如，巧妙地使用自然光来降低对人工照明的需要。景点的
设计还可利用一处产生的热能来为另一处供暖，以此来降低成本。        最后，实用的设计还可防止由
小偷小摸引起的商品丢失。这一点对解决零售店中的偷窃很重要。例如，将付款台设在出口处，并安
装上镜子可以减少偷窃行为。这样的安排可以帮助收款员监视顾客，或至少使顾客感到如果他们想偷
窃商品就会被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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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这是一本关于景点(主要是人造景点)问题的综合性教科书。本书阐述了景点的整个开发过程，并
探讨了景点管理中的一些主要问题。    景点在旅游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刺激人们出游的重
要动因。但是，目前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其他国家还没有哪一本教科书像本书这样深入、全面地讨论
景点问题。本书的写作目的是既能成为有价值的教科书，也能受到业内人士的欢迎。旅游专业的学生
可以从中了解到景点在旅游中的作用；对于旅游接待专业的学生来说，该书可使他们学到旅游行业景
点的管理技能。商学院的学生也能从书中找到将管理原则应用于服务业的生动事例。这本书也会令学
习其他专业的学生感兴趣，如旅游规划、休闲与娱乐业经营、博物馆管理、环境管理、财务管理等。
除此之外，作者希望使该书成为景点业业内人士，无论是私营、国有，还是民办景点的管理人员的实
用手册。本书的写作方法简明易懂，包括了许多与景点开发和管理有关的切实可行的观点。        这本
书共有三个主要的部分：    第一部分设定了本书的讨论范围，界定了什么是景点，阐述了景点在旅游
中所扮演的角色，讨论了景点产品和市场，并概述景点的商业环境。    第二部分探讨了开发新景点所
涉及的问题，包括可行性研究、筹资、项目的设计与管理等。    第三部分阐述的是管理景点所面临的
任务，如营销、财务管理、经营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    本书还收集整理了许多案例，目的在
于更好地说明景点开发与管理中的一些问题。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对景点业未来的预测。    在从事教学
与学术研究工作之前，我在旅游行业任管理人员10年之久。希望我的这段经历能够帮助我将最新的观
点同实用的建议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在写作过程中，我尽量使我认为对了解景点至关重要的一些关键
性的观点贯穿于整本书之中。这些观点是：    ●所有的景点都处在迅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之中。这就要
求景点的管理人员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便预测未来的变化并对变化作出及时的反应。    ●尽管有
时很难确定谁是竞争对手，但景点还是处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之中。    ●虽然景点的开发与管理的原则
都是一样的，但还应该认识到国有、私营和民办景点之间存在着差异，差异主要表现在动机和目标的
不同上。    ●就景点管理而言，我们应该认识到，为阅读上的清楚和方便起见，本书将管理方面的问
题分在几章进行论述，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问题是交错在一起的，是相互依存的。    ●从最广泛的
意义上讲，营销是人造景点取得成功的核心。    本书尽量从国际的角度出发，采用了一些不同国家的
例子。但是，一本书的篇幅极为有限，很难做到全面地讨论多个国家的情况，这是件很令人遗憾的事
情。因为，探讨一下美国的情况，或法国，或东欧一些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国家的情况，将会是很有
意思的事情。其他国家的读者可以将我在第一部分所谈的内容与他们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限于篇幅，本书没有能够讨论特殊活动和自然景点的问题。不过这倒不算一个难解决的问题，因为读
者可以找到大量的有关自然景点管理方面的材料。至于特殊活动的管理，Gets和Hall两位权威作者有
不少这方面的论著。    篇幅的有限使得本书只能概括一个涉及面非常广泛的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会
出现对一些问题的探讨过于肤浅的情况。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可以发现我尽量在必要时指出了有待进
一步深入探讨的地方。    最后，我要在这里感谢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人们。首先我要感谢所
有那些向我无私地提供各种资料的景点管理人员和员工们。因为他们人数太多，我无法在这里一一提
名致谢，但读者在侧读时可以对他们有所了解。对于那些对我成书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们，我已在鸣谢
中特别表示了谢意。其次，我要感谢同我一起在旅游业中共事10年的所有的同事们，他们教给了我很
多的东西。我还要感谢那些年中我的顾客们，是他们帮助我认识到了什么是市场。我也要向我的学生
们致以谢意，是他们使我不断地更新观点，使我对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满足感。    在成书的过程中，我
还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我在这里也要向他们表示感谢。出版社的Kathryn Grant善解人意，使得出版
工作顺利完成；Joan Butt帮助我制作了所有的图表；Judy Mitchell破译了我潦草的字迹，快速准确地打
成文稿。    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培育了我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讨论问题的能力。他们为我
做出了极大的牺牲，使我有机会去开发我的能力。遗憾的是我所欠他们的是永远也无法偿还了。     最
后，我还要感谢两位特殊的人物：我的妻子Sue Horner，她承担了由于我写书给家庭带来的所有的麻
烦，没有她的帮助我是不能完成这本书的；我们的小儿子(现在已经不小了)John，他给我带来了欢乐
，使我感到工作之外的生活乐趣。    最后我要说的是：祝大家阅读愉快。如果您认为这本书有帮助，
那么我所有的努力将是值得的。                      约翰·斯沃布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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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架空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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