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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的建构与实践》

内容概要

《“圈子”的建构与实践：旅游规划的民族志》作者成海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用吉登斯的现代性理
论回顾了旅游规划在中国的兴起以及旅游规划圈子的形成（第一章）；分析了旅游规划编制主体作为
旅游专家系统的构建（第二章）；从不同的视角展示了旅游规划的过程（第三章）；讨论了旅游规划
圈子的核心竞争力——创新的产生（第四章）；接着分析了旅游规划编制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第五
章）；以及旅游规划文本风格及其权威（第六章）；文章还探讨了旅游规划涉及到的权力、话语和公
平问题（第七章）；最后是笔者结合自己的田野经历和个人理解，对旅游规划圈子的反思性总结（第
八章）。作者试图说明：旅游规划圈子的建构与实践，实际上就是旅游规划专家系统的建立及运作的
过程，是一种现代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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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的建构与实践》

作者简介

成海
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林业大学生态旅游学院副院长，云南大理弥渡人，云南省地理学会
第十届理事会理事，199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机械工程系，获工学学士学位（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
）；200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商旅学院，获管理学硕士学位（旅游管理专业），同年进入西南林业大学
生态旅游学院任教至今；2011年6月毕业于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获法学博士学位（民族学专业，旅游
人类学方向）。主要研究兴趣：旅游规划及策划、旅游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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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的建构与实践》

书籍目录

绪论
一 写作背景及动机
二 相关研究综述
三 关键理论及概念界定
四 研究方法及写作框架
第一章 规划中国旅游的盛宴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的旅游浪潮
一 大众旅游——现代性的后果
二 后现代旅游的兴起
三 全球化视野下的旅游开发
第二节 中国旅游规划市场的形成
一 从旅游事业到旅游产业
二 旅游规划市场的内驱力
三 旅游规划的产业化
第三节 旅游规划专家系统及其运作
一 因项目而走到一起的人们
二 作为专家系统的乙方分化
三 圈子的运作
第二章 旅游规划编制的主体
第一节 关于规划资质问题
一 旅游规划单位的资质
二 成为规划主持人
三 规划人员的选拔
第二节 融入与接纳
一 圈子中的新成员
二 规划技能的习得
三 个体和圈子间的认同
第三节 从依赖走向独立
一 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二 学会合作与妥协
三 人脉建构与个体独立
第三章 旅游凝视的建构
第一节 规则的制定
一 旅游规划的法律问题
二 旅游规划的国家标准
三 旅游规划的评审
第二节 旅游规划项目的运作
一 甲方的招标及委标
二 乙方的竞标及承标
三 规划协议的签订与执行
四 甲方和乙方的合作博弈
五 圣俗之间
第三节 规划游客凝视
一 为眼球经济服务
二 符号化旅游与旅游的符号化
三 传统的遗忘与发明
四 花街节 的两种开发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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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的建构与实践》

第四章 旅游规划的创新
第一节 旅游规划的后果
一 旅游规划的水平和档次
二 被否定的旅游规划
三 作为标杆的旅游规划
第二节 旅游规划创新
一 理论创新和项目创意
二 旅游规划的图件创新
三 关于创新的分歧
第三节 旅游规划团队与创新
一 旅游规划创新的动力机制
二 个体创新与合作创新
三 创新作为一种资本
第五章 圈子的竞争与合作
第一节 圈子的分化
一 旅游规划的市场细分
二 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之争
三 圈子的分化与发展
第二节 本地圈子和外地圈子
一 势力范围的划分
二 国外专家的介入
三 专家系统的脱域性
第三节 合作与出路
一 大圈子和小圈子
二 适可而止的竞争
三 合作与圈子的“内卷化”
第六章 旅游规划的文本
第一节 旅游规划文本风格的变迁
一 从“文”本到“图”本
二 给谁看的文本
三 读图时代的文本风格反思
第二节 旅游规划的语言与话语
一 不仅仅是修辞问题
二 文本和说明书
三 规划文本的个性化
第三节 文本权威和政治生态
一 文本权威的建构
二 基于政治生态的文本命运
三 被修编的旅游规划文本
第七章 权力、话语和公平
第一节 从大众旅游到生态旅游
一 传统大众旅游的利益主体观
二 生态旅游的社区参与
三 可持续发展观与霸权
第二节 为谁规划的问题
一 甲方导向
二 游客导向
三 社区导向
第三节 权力失衡下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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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的建构与实践》

一 被胁迫的旅游规划
二 旅游规划失灵
三 旅游“废都”的背后
第八章 旅游规划的人类学反思
第一节 旅游规划的本质
一 旅游规划的物理本质
二 旅游规划的经济属性
三 旅游规划是一种社会公器
第二节 旅游规划的理论体系
一 旅游规划的学科地位
二 旅游规划的方法体系
三 旅游规划学科的未来
第三节 旅游规划的价值取向
一 旅游规划的弱功利性
二 旅游规划的发展趋势
三 超越现代性的旅游规划观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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