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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概论》

前言

近年来，旅游业正在发生更加迅猛的变化，新政策、新法规、新标准、新概念、新业态和新产品层出
不穷。旅游中职教育水平也取得长足发展，教学实际对教材的要求越来越高。为此，我们在广泛调研
的基础上，对本书进行了修订，力求体现当前旅游职业教育改革深化与发展的精神，既要规范旅游和
旅游业的基本知识，又要完成新理论、新资料的实际运用，还要发挥教材使学生自觉以先进理论武装
头脑的引导功能，以培养能够跟随时代发展脉搏、胜任旅游服务与管理和饭店服务与管理的中等专业
人才。本书在修订中力求体现以下特色：第一，注重教材的人性化。采用全新的编写体例，遵循教学
规律，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如增加导入案例与讨论环节。编写的内容紧密贴近中职学生的日常学习
生活。第二，突出教材的实用性。如本书增加了知识拓展环节，更加有利于学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第三，注重教材的先进性。如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趋势、旅游资源、旅游景
区、旅游饭店星级评定、旅游市场细分、假日旅游和乡村旅游等知识进行了全面更新，以使学生了解
旅游和旅游业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第四，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如本书增加了实训题、导入案例与
讨论等板块内容，这些都将有利于加强学生主动学习、参与教学互动、关注社会与行业发展的能力。
本书同时配套出版《旅游概论练习册》（第二版），供学生练习使用和教师参考使用。本书采用出版
物短信防伪系统，同时配套学习卡资源。用封底右下方的防伪码，按照本书最后一页“郑重声明”下
方的使用说明进行操作。本书由陕西省旅游学校邵世刚进行修订。本书在修订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
书刊资料，在此对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Page 2



《旅游概论》

内容概要

《旅游概论(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饭店服务与管理专业)(第2版)》是中等职业教育旅游服务与管理、
饭店服务与管理专业国家规划教材。《旅游概论(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饭店服务与管理专业)(第2版)
》共分七章，主要内容包括：旅游概述、旅游简史、旅游活动的基本要素、旅游业的构成、旅游市场
、生态旅游与可持续发展、旅游业的发展趋势等。在编写过程中，根据旅游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实际
需要，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知识，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旅游概论的知识要点，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紧密联系
，对旅游概论的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旅游概论(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饭店服务
与管理专业)(第2版)》是在2002年版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考虑到旅游职业教育及其专业课程本身的
发展变化，在修订中，保持原教材的体系结构不变，删除了过时内容，增加了新内容。与相应的职业
资格标准的“应知”、“应会”相衔接，满足职业岗位的能力培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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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概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旅游概述  第一节  旅游的产生  第二节  旅游的定义和内容  第三节  旅游的本质属性  第四节  旅
游的特点  第五节  旅游的类型  第六节  旅游组织第二章  旅游简史  第一节  世界旅游简史  第二节  中国
旅游简史第三章  旅游活动的基本要素  第一节  旅游者  第二节  旅游资源  第三节  旅游业第四章  旅游业
的构成  第一节  旅行社  第二节  旅游交通  第三节  旅游饭店  第四节  旅游景区  第五节  旅游商场  第六
节  旅游娱乐业第五章  旅游市场  第一节  旅游市场的概念  第二节  旅游市场细分  第三节  我国的旅游市
场第六章  生态旅游与可持续发展  第一节  生态旅游概述  第二节  生态旅游的现状与意义  第三节  旅游
可持续发展第七章  旅游业的发展趋势  第一节  世界旅游业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趋势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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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概论》

章节摘录

插图：二、综合性所谓综合性，是指旅游是集食、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社会活动。它意味着
一个完美的旅游过程，实质上就是上述各要素之间的相辅相成和各个环节环环紧扣的整体运作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古代社会对旅客也能提供诸如食、住、行等设施设备的服务，但与现代的旅游业
对旅游活动所提供的全方位、全过程的一条龙服务相比较却不可同日而语。前者仅是维持旅游者的生
存条件，谈不上是一种享受；后者却具有增添旅游生活乐趣和精神享受的无形效用和价值。可见，随
着社会对旅游供给条件的不断改善，旅游的综合性特点就越显著，其综合价值功能的发挥就越充分。
三、参与性就广义而言，参与包括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例如购物活动，既可亲自筹办，又可由他人
代购；又如参加某种学术会议，既可亲自出席，也可由他人代为宣读论文等，都具有参与性。不过，
旅游活动却不能替代，世界上也绝无可替代他人旅游的好事。因此，这里所说的参与性，是指旅游者
在旅游全过程中必须亲临其境、身体力行的不可替代性。虽然旅游活动没有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之分
，但却有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之别。因此，只有不断开发那些更富有活力、更具情趣和鲜明个性特征
的旅游项目、旅游方式，才能更有效地发挥旅游者的主观能动性，使旅游活动更具自主性、随意性、
趣味性、刺激性，以满足日益个性化的旅游需求。这才是强调旅游的参与性的要义。四、季节性所谓
季节性，是指旅游活动因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呈现出淡季、平季和旺季的差异性。
自然条件的影响，主要指那些以自然风光为主体的旅游目的地，因受所处地理位置的制约，其旅游观
赏功能的发挥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如钱塘江观潮在农历八月十五最为壮观，泰山观日出在秋冬为宜，
并非一年四季都具有旅游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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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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