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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湖北省黄冈师范学院对大别山旅游合作工作进行了跟踪调查研究，撰写了《大别山旅游合作发展战略
研究》一书，从战略的高度和理论的深度对其实践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形成了许多真知灼见，可供
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在实践中借鉴参考。
本书由刘汉成、程水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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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水源，教授，1965年出生。
现任黄冈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校长，果树学博士后，获美国俄亥俄大学MBA学位，长江大学果树学、
经济学和管理学三个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果树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湖北省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5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2003年湖北省青年杰出人
才基金获得者。
研究方向：特种植物次生代谢的分子生理学及资源评价与利用研究、区域经济组织与制度创新及企业
管理战略决策。
主持承担国家教育部、湖北省科学技术厅、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单位(组织）资助的各类研究项目18
项，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973”计划及中日合作国际项目的研究。
在国家级学报或其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
获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1项，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湖北省自然科学三等奖1项。

刘汉成，汉族，1970年生，湖北天门人，博士研究生学历，副教授，湖北大学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黄冈师范学院商学院副院长。
湖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研究会理事、湖北省高等学校重点人文社科基地——鄂东教育与文化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黄冈师范学院应用经济学重点学科农产品国际贸易方向负责人。
先后主持和参加科研课题8项，出版专著2部，编著2部，参编教材4部，在《国际贸易问题》、《农业
经济问题》、《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国信息报》、《世界农业》等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
，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足农产品国际贸易、园艺经济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别山旅游合作发展战略研究>>

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  区域旅游合作的概述
  第一节  区域旅游合作的内涵
  第二节  区域旅游合作的理论透析
  第三节  中国区域旅游合作实践
第二章  大别山旅游资源分布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大别山景区景点旅游资源
  第三节  大别山特色产品与美食
  第四节  大别山旅游企业
第三章  大别山旅游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第一节  大别山旅游合作面．临的机遇
  第二节  大别山旅游合作面临的挑战
第四章  大别山旅游合作行动
  第一节  大别山旅游合作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节  鄂豫皖三省参与其他旅游合作
第五章  大别山旅游合作的成效及困境分析
  第一节  大别山旅游合作的成效
  第二节  大别山旅游合作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三节  制约大别山旅游合作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六章  大别山旅游合作战略思路、目标与举措
  第一节  大别山旅游合作战略思路
  第二节  大别山旅游合作战略目标与模式选择
  第三节  大别山旅游合作战略举措
第七章  大别山区域旅游业发展规划
  第一节  大别山红色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第二节  鄂豫皖各省旅游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第三节  大别山六个地级市旅游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别山旅游合作发展战略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六、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尚未形成 区域旅游合作就具体内容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旅游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旅游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相关制度、政策和行业规范的制定等。
现实的情况是大别山不同合作主体的有效活动领域往往存在差异，比如地方政府更易于在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生态环境维护和制度、政策、法规建设的合作方面发挥作用；旅游企业的有效合作集中于旅
游资源开发、旅游产品供给与客源市场的开拓等方面。
可见，区域旅游合作是利益相关的多方主体的合作，涉及方面多，关系复杂。
因此，要求区域旅游合作各方的协调推进必须依托相应的推进机制。
大别山旅游合作时间不长，其合作还是一种运行相对粗放的非制度性合作协调机制，从对区域内发生
的利益冲突问题的协调来看，合作各方的协调机制还没有真正建成，甚至还没有形成协调机制所必需
的制度框架。
缺乏以制度化的议事和决策机制来改变组织形式相对松散的现实。
从当前区域旅游合作的实践可以看到，非制度化的合作协调机制多表现为“联席会议”或“论坛”等
形式，各方的代表组成一般不会做出级别方面的硬性规定，随意性和流动性比较大，召开的年度会议
往往采取轮流坐庄的形式，参与工作人员也多是兼职轮值。
这类协调机构的地位比较游离、模糊，整个工作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合作中的协调、规划、指导、
服务功能表现得比较脆弱，对经济、法律等手段的运用也缺乏权威，在编制整体开发规划、协调项目
实施、提供资金保障、提供法律保障等方面均不足，缺乏必要的工作手段和组织方式，由此阻碍旅游
合作向纵深发展。
此外，合作协议缺乏各方在合作关系中应遵守的规则、违反区域旅游合作条款后应承担的责任、对违
反区域合作规则所造成的经济和其他方面损失应做的经济赔偿规定，使得合作协议只能成为纸面上的
共识。
 七、区域性旅游交通网络尚未完全形成，地缘优势还未转变成市场优势 区域性旅游交通网络包含区
内与区外全方位的交通网络。
目前，随着全国铁路、高速公路的飞速发展，三省六市与外省之间的高速公路已基本畅通，六市内部
之间高速公路也直接或间接接通，但三省六市区域旅游交通网络还没有完全形成。
近些年来，尽管大别山整体交通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但离实现大别山旅游腾飞的需要还有很大的距
离，即大别山内部交通线路密度较低，交通等级不高。
在信阳市，四级及以下公路占75％，除了鸡公山、南湖湾、灵山寺外。
大部分景区与交通干道之间的连接道路路况差，阴雨天车辆常常无法到达；景区内部道路建设也普遍
滞后，严重影响到游客在景区内的游览。
主要原因是大别山区内部大部分地区海拔都在500米左右，地面起伏大，河谷狭窄弯曲地形复杂，这就
为交通建设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致使大别山区交通建设工程艰巨，造价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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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别山旅游合作发展战略研究》可供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在实践中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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