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景区规划与经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景区规划与经营>>

13位ISBN编号：9787030352019

10位ISBN编号：7030352017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牟红 编

页数：196

字数：28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景区规划与经营>>

内容概要

《景区规划与经营》是《景区开发与管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修订版，
重庆市级精品课程教材，内容包括理论概述、景区战略、资源系统、形象打造、空间格局、产品与项
目、景区营销、保障体系、产业要素、投资运营、区域联合、元规划12章。
《景区规划与经营》从《旅游规划通则》的要求出发，系统地阐述了旅游景区在经营和管理过程中所
涉及的每一个重要方面。
《景区规划与经营》内容丰富，取材广泛，论述有力，分析透彻，注重教材的科学性和前沿性、注重
教材的基础性、注重教材的实践性。
《景区规划与经营》以立体化、系列化和精品化为特色，包括教材、辅导读物、教学课件、案例及实
训等。

《景区规划与经营》可作为高等学校旅游管理专业教材，同时也可作为旅游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的参
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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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牟红（1958—），女，教授，重庆理工大学旅游学科带头人；重庆市精品课程（省级）“景区开发与
管理”负责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主持重庆市重大决策咨
询课题、重庆市对口支援三峡库区项目、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旅游规划、景区策划40
余项，发表论文80余篇，主编专著、教材15部。
获重庆市科技进步奖、科学研究成果奖、教学研究成果奖10余项。
担任多个地方政府、旅游企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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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由于景区产品属于服务产品，具有无形性和不可储存性，人们在接受景区产品的同
时更多的是接受景区所提供的服务。
景区品牌是商品化的产物，在景区中更多的表现的是它的内涵、特色、质量、形象、信誉等。
 2.品牌效应 优良景区品牌的创造非一朝一夕之功，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景区品牌一旦树立起来，它所带来的效应也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必将带动景区的发展，从而创造巨
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增加市场份额。
这是品牌所能带来的最直接的效应。
一方面，名牌确立的过程，也是消费者将其“货币选票”越来越多地投向这一品牌的过程；另一方面
，一个品牌一旦成为名牌，其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也将大幅度上升。
 （2）有利于实行网络化、集团化经营。
网络化、集团化发展道路是景区未来的发展模式，而旅游的网络化、集团化经营的前提之一是依托一
个名牌景区或产品。
 （3）开掘潜在市场。
一个良好的品牌不但可以帮助旅游者从纷繁复杂的景区中挑出自己所需要的旅游产品，而且还可以向
旅游者传递一定的信息，从而使旅游者对其建立起良好的印象与信誉。
旅游者有目的的消费行为，就是消费偏好。
消费偏好的建立可以为旅游营销主体明确地标示出市场存在的机会，从而更好地满足旅游者的需求。
 （二）景区的品牌树立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品牌代表着一种产品的质量、性质、效用、文化内涵
、市场定位和消费者的范围。
品牌需要精心打造，景区的品牌要精心设计、精心经营、精心管理。
景区的品牌树立应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1.表明景区的特色 根据旅游景区的特色，确定景区的主题，以凝练的文字语言，勾勒出该旅游目的地
与众不同的特征，给人以鲜明的形象。
该品牌的确立既包含了这个景区的主题，又反映了该景区的特色，使人听到就想到是什么地方。
例如，深圳欢乐谷以主题乐园定位，市场形象很鲜明，“主题节庆活动+参与性=好玩的地方”，当人
们想寻找快乐时，就会马上想到主题乐园这种形式和欢乐谷这个地方。
 2.突出景区的内涵 通过突出旅游目的地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或是某一时期、某一地方的城
市、民居、风俗等，引起人们怀古抚今之情。
此品牌与历史紧密联系，如云南的民族村、深圳的锦绣中华等。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景区规划与经营>>

编辑推荐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景区规划与经营>>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