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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旅游地理》以中国特定地域为研究对象，全面分析了我国旅游资源形成的环境和特征，阐
述了各旅游区域的地理环境、旅游资源、旅游交通、旅游线路、主要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及景点，介
绍了旅游者、旅游资源、旅游区划与旅游地理环境的关系。
　　本教材适合高职高专院校旅游类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作为旅游行业人员培训和职业资格考试参考
用书，还可作为旅游者的旅行参考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旅游地理>>

书籍目录

学习情境一 旅游与地理环境／1任务一 旅游者与地理环境／2一、旅游者／3二、旅游者产生旅游行为
的地理背景／6三、旅游者的旅游决策与旅游客流／8任务二 旅游资源与地理环境／14一、旅游资源与
地理环境／15二、旅游资源的调查与评价／19三、旅游资源开发规划／22学习情境二 自然旅游资源与
人文旅游资源／31任务一 自然旅游资源／32一、地质地貌旅游资源／33二、水体旅游资源／37三、气
象气候旅游资源／42四、生物旅游资源／44五、自然保护区／46任务二 人文旅游资源／51一、历史遗
迹旅游资源／52二、古建筑旅游资源／53三、古陵墓旅游资源／58四、宗教旅游资源／60五、园林建
筑旅游资源／63六、民族民俗旅游资源／65学习情境三 中国旅游区划与旅游交通地理／70任务一 中国
旅游区划／71一、旅游区划的概念／72二、旅游区划分的目的和意义／72三、旅游区划的任务／73四
、旅游区划的原则／73五、本书的中国旅游区划方案介绍／74任务二 中国旅游交通地理／78一、对旅
游交通的基本认识／79二、旅游交通在现代旅游业中的地位和作用／79三、旅游交通的特点／80四、
旅游交通运输的主要类型及特点／81五、旅游路线的概念和分类／82六、旅游路线的设计原则／84七
、中国主要旅游路线／86学习情境四 中国旅游区介绍／93任务一 东北旅游区／94一、区域旅游地理环
境／95二、区域重点旅游景区介绍／99三、区域主要旅游线路／111任务二 华北旅游区／115一、区域
旅游地理环境特征／116二、区域重点旅游景区介绍／118三、区域主要旅游线路／154任务三 青藏高原
旅游区／162一、区域旅游地理环境／163二、区域重点旅游景区介绍／165三、区域主要旅游线路
／172任务四 华东旅游区／177一、区域旅游地理环境／178二、区域重点旅游景区介绍／180三、区域
主要旅游线路／195任务五 华中旅游区／199一、区域旅游地理环境／200二、区域重点旅游景区介绍
／203三、区域主要旅游线路／223任务六 华南旅游区／228一、区域旅游地理环境／229二、区域重点
旅游景区介绍／232三、区域主要旅游线路／243任务七 西南旅游区／247一、区域旅游地理环境／248
二、区域重点旅游景区介绍／250三、区域主要旅游线路／260任务八 西北旅游区／264一、区域旅游地
理环境／266二、区域重点旅游景区介绍／268三、区域主要旅游线路／285任务九 港、澳、台旅游区
／290一、区域旅游地理环境／291二、区域重点旅游景区介绍／293三、区域主要旅游线路／304参考
文献／309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旅游地理>>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旅游者（一）旅游者的定义旅游是一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涉及面极广的社会
经济现象，是人类社会一种短期性的特殊生活方式。
人是旅游活动的主体，换言之，旅游是人的活动，旅游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是围绕旅游者开展的
，可以说旅游者是各旅游企业乃至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及源泉。
因此，正确认识旅游者，对于发展旅游业、指导旅游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旅游者，从字面上简单解释，就是从事旅游活动的人们。
在英文里，旅游者写为“tourist”，其最早见于1800年出版的英文《牛津字典》中，意思是以观光游览
为目的的外来旅客。
出于统计及其他方面的考虑，根据旅游者出游地的行政区域范围不同，可将旅游者分为两大类，即国
际旅游者和国内旅游者。
1.国际旅游者1937年，国际联盟统计委员会首次提出了“国际旅游者”的定义，即“国际旅游者是指
至少利用24小时访问自己常住国之外的国家的人”，并作了众多规定。
1963年召开的罗马联合国旅行和旅游会议（又称罗马会议）在1937年国际联盟的基础上对“旅游者”
的相关定义作了新的补充，提出了“游客”（visitor）、“旅游者”和“短途旅游者”（excursionist）
三个概念。
游客是指“除为获得一个有报酬的职业以外，基于任何原因到一个不是常住国家访问的人”。
游客包括旅游者和短途旅游者。
旅游者，即在一个国家至少逗留24小时的游客，其旅行目的有闲暇的消磨（娱乐、度假、学习或运动
等）、工商业务、探亲访友、出使和开会等。
短途旅游者，即在一个国家逗留不到24小时的游客（包括航海环游的游客）。
1979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旅游局对国际旅游者做了如下明确规定：国际旅游者是指来中国参观
旅行、探亲、访友、休养、考察或从事贸易、业务、体育、宗教活动及参加会议等的外国人、华侨和
港、澳、台同胞。
并规定下列八种人不属于旅游者：应邀来我国访问，由部长以上率领的党、政、议会、军队代表团；
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常驻我国的外国专家、留学生、新闻记者等；乘国际班机直接过境的旅客、机组
人员和在口岸逗留不过夜的铁路员工及航员；边境地区往来的居民；归国定居的华侨，港、澳、台同
胞；到中国定居的外国人和原已出境又返回中国定居的外国侨民；归国的中国出国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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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旅游地理》是高职高专旅游与餐饮管理类专业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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