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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河北省内环京津、外绕渤海，是中国唯一兼有海滨、
平原、湖泊、山地、高原的省份。独特的地形地貌造就了
河北旖旎的山水风光。去年，河北省委省政府立足我省
区位和旅游资源优势，明确提出了打造环京津休闲旅游
产业带的战略思路，以此为突破口推动河北旅游业全面
快速发展。在河北省环京津的七个设区市中，无论就旅
游资源的品位、丰度还是产业基础而言，秦皇岛市均居于
龙头地位。２００９年，秦皇岛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正式吹
响了“旅游立市”和建设国际旅游名城的号角，并形成了
全市、全年、全方位发展旅游的良好态势。

创新的实践需要创新的理论指导。学习和掌握旅游
立市的相关理论，借鉴它地实施旅游（观光）立国、立市的
成功经验，对于实现预期的目标大有助益。秦皇岛市委
研究室的张帆同志，正是基于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敏感和
多年来对秦皇岛旅游业的研究，在“旅游立市”提出之初，
即着手了对国内外旅游立国、立市成功案例的搜集、整理
和撰写，并对旅游的基本概念和案例进行了释注和点评，
也从战略的高度对秦皇岛、冀东和河北的旅游业发展进
行了自己的思考，著成《区域旅游发展战略：认知与案例》
一书，体现了他在旅游研究方面的探求和造诣。

知道秦皇岛有个张帆从事旅游研究和规划，始自见
到其主编的《秦皇岛市旅游发展实施计划纲要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年》。近十年来，我总能见到他有关旅游业发展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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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佳作。作为一个长期工作在旅游战线的老兵，我衷心
希望有更多像张帆这样的业外人士关注旅游、研究旅游，
为旅游业的更好更快发展贡献才智。

河北省旅游局 王新勇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６日于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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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旅游的先驱是商人，最早旅游的人是海上民族腓尼
基人。旅游的本源是旅行，而旅行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自
古就存在。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旅行活动的兴起
同样居世界前列，早在公元前２２世纪就存在。当时最典
型的旅行家要数大禹，他为了疏浚九江十八河，游览了大
好河山。之后就是春秋战国时的老子、孔子二人。老子
传道，骑青牛西去；孔子讲学，周游列国。汉时张骞出使
西域，远至波斯（今伊朗和叙利亚）。唐时玄奘取经到印
度，明时郑和七下西洋，远至东非海岸，还有大旅行家徐
霞客作了游记。在我国古代的旅游史上，还要提一个意
大利人马可波罗，曾写有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可见中国
古代旅行活动之发达。

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至１９４９年的近现代中，许多有志
之士游学海外，寻求治国强民之策，这是近现代旅游方式
的一个重要特点。如黄遵宪因担任外交工作，先后到过
日本、美国、英国等，在工作之余也考察了诸国的历史与
现状。康有为变法失败后出亡十六年，游遍四洲，经三十
一国，行六十万里，目前在瑞典还有“康有为岛”。

旅游活动演进为一种大众化的社会活动，旅游服务
企业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并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
而存在发展，还是近１００多年的现象。

现代社会中的旅游不同于古代文人的游山玩水或徐
霞客式的旅行和科学考察，它是人类社会中一种不断发

·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展演进的生活方式。从五十年代起我国的旅游事业逐步
发展，到改革开放后，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国家假
期制度的改革，旅游业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并完成了从事
业向产业的转变。对个人来说，旅游已不是偶然的享受
而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对国民经济来说，旅游已成为
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开始把旅游业作为一个战略产业
来大力发展。

伴随着实践的如火如荼，学界、理论界对旅游的认知
不断加深成熟，各地也创造了许多发展旅游业成功的案
例与经验。本书所萃取的便是其中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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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旅游概念的认知

由于本书所针对的读者群基本上是从事实际工作的各级党政
机关的干部和旅游业的相关人士，因此厘清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
延，不仅对掌握旅游的相关理论知识是必要的，而且对深入认识旅
游现象及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也是必需的。

任何一门理论体系都是由若干基本概念和延伸概念而有机构
成的。旅游学作为一门学问也不例外。而且由于实践的发展，有
关旅游的概念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中。

第一章　旅游的基本概念

旅游

什么是旅游呢？

１９４２年瑞士的汉泽克尔（Ｈｗｎｚｉｋｏｒ）与克拉普夫（Ｋｒａｐｔｋ）在
他们合著的《普通旅游学纲要》中给旅游下的定义为：“旅游是非定
居者的旅行和暂时逗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合。这些人不会
导致长期定居，并且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此定义被“旅游科学
专家国际联合会”所采用，因为该联合会英文简写为“ＩＡＥＳＴ”，故
又称“艾斯特”定义。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旅游研究所对“旅游”下
的定义是：“旅游可以理解成暂时在异地的人的空间活动，主要是
出于修养；其次是出于受教育、扩大知识和交际原因的旅行；再是
参加这样或那样的组织活动，以及改变有关的关系和作用。”

１９７７年，美国密执安大学的罗伯特·麦金托什和夏西肯特·
格波特所著《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一书给“旅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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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是：旅游是“在吸引和接待旅游及其访问者的过程中，由于
游客、旅游企业、东道政府及东道地区的居民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合”。

１９９３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采用了世界旅游组织提供的定义
是：旅游是“人们为了休闲、商务和其他目的，离开他们惯常的环
境，到某些地方以及在那些地方停留不超过连续一年的活动”。

点评：“旅游”从字意上很好理解。“旅”是旅行、外出，即为了
实现某一目的而在空间上从甲地到乙地的行进过程；“游”是外出
游览、观光、娱乐。即为达到这些目的所作的旅行。二者合起来即
旅游。所以，旅行偏重于行，旅游不但有“行”，且有观光、娱乐含
义。旅行是旅游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旅行的发生便没有旅游活动
的存在。因此，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沈绍岭副教授对
旅游给出的定义就是：由于区域自然和文化的差异，人类出于发展
目的而在社会自由时间进行的纯消费性旅行。

旅游者

旅游者即游客，由于游客的活动对输入地和输出地的经济活
动影响较大，具有重要的统计价值，因此，国际组织和各国的官方
对这个概念界定严格且具体。

●国际统计意义上的游客与旅游者
１９３７年，国际联盟专家统计委员会对“国际旅游者”或“外国

旅游者”作出界定：“旅游者就是离开自己的驻在国，到另一个国家
访问至少２４小时的人”。

该委员会特别界定下列情况视为旅游者：

１．为了消遣、娱乐、家庭事务，包括为了健康方面的目的而出
国旅行的人。

２．为参加国际会议而出国旅行的人。

３．为商务原因而出国旅行的人。

４．在航海环游途中停靠，即停留时间不足２４小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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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人员不视为旅游者：

１．去某国就业谋职，不管是否订有合同。

２．到国外定居者。

３．到国外学习，寄宿在学校的学生和青年人。

４．住在边境的居民和定居者，越过边界到邻国去工作的人。

５．临时过境而不停留的旅行者，即使在境内超过２４小时。

１９６３年，在罗马举行了联合国旅行和旅游会议，又对上述定
义作了修改和补充，提出采用“游客（Ｖｉｓｔｏｒ）”这一概念，然后把游
客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旅游者，或称过夜旅游者即Ｔｏｕｒｉｓｔ；另一
类则是游览者，或称一日游游客即Ｅｘｃｕｒｓｉｏｎｉｓｔ），并继续承认国
际联盟专家委员会规定的不属于旅游者的五种人。具体定义如
下：游客是指除为获得有报酬职业以外，基于任何原因到一个不是
自己常驻国家去访问的人。游客包括：１．过夜旅游者，指在访问国
至少逗留２４小时的人，其旅行目的可属下列之一：①闲暇的消磨
（包括娱乐、度假、保健、学习和运动等）；②商业业务、探亲访友、公
务出差、出席会议等。２．当日往返旅游者，指在访问国停留不足
２４小时的人（包括航海环游的游客）。

１９７６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１９次会议对国际旅游者作了更
为明确的规定，认为国际旅游者分类为：一是从外国到某特定国访
问的人（来自外国旅游者）；二是从某特定国去国外访问的人（出国
旅游者）。

１９８４年，世界旅游组织又对国内旅游者作了如下规定：“任何
因消遣、闲暇、度假、体育、商务、公务、会议、疗养、学习和宗教等为
目的，而在其居住国，不论国籍如何，所进行２４小时以上、１年之
内旅行的人，均视为国内旅游者。”

●我国对游客的规定
根据国家旅游局和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旅游统计基本概念和

主要指标解释》，定义如下概念：

１．游客
游客是指任何为休闲、娱乐、观光、度假、探亲访友、就医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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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参加会议或从事经济、文化、体育、宗教活动，离开常住国（或
常住地）到其他国家（或地方），其连续停留时间不超过１２个月，并
且在其他国家（或其他地方）的主要目的不是通过所从事的活动获
取报酬的人。

游客不包括因工作或学习在两地有规律往返的人。
游客按出游地分为国际游客（即入境游客）和国内游客。按出

游时间分旅游者（过夜游客）和一日游游客（不过夜游客）。

２．入境游客
入境游客是指报告期内来我国观光、度假、探亲访友、就医疗

养、购物、参加会议或从事经济、文化、体育、宗教活动的外国人、华
侨、港澳台同胞等游客（即旅游入境人数）。统计时，入境游客按每
入境一次统计１人次。

入境游客包括入境（过夜）旅游者和入境一日游游客。
入境（过夜）旅游者是指入境游客中，在我国旅游住宿设施内

至少停留一夜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
入境（过夜）旅游者不包括下列人员：
（１）应邀来华访问的政府部长以上官员及其随行人员；
（２）外国驻华领事馆人员、外交人员及其随行的家庭服务人员

和受赡养者；
（３）常住我国一年以上的外国专家、留学生、记者、商务机构人

员等；
（４）乘坐国际航班过境不需要通过护照检查进入我国口岸的

中转旅客；
（５）边境地区往来的居民；
（６）回内地（大陆）定居的港澳台同胞；
（７）已在我国定居的外国人和原已出境又返回在我国定居的

外国侨民；
（８）归国的我国出国人员。
入境一日游游客是指入境游客中，未在我国旅游住宿设施内

过夜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入境一日游游客应包括乘坐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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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游艇、火车、汽车来华旅游，在车（船）上过夜的游客和机、车、船
上乘务人员，但不包括在境外（内）居住而在境内（外）工作，当天往
返的港澳同胞和周边国家的边民。
３．出境游客（出境旅游人数）
出境游客是指我国（大陆）公民因公或因私出境前往其他国家

或地区观光、度假、探亲访友、就医疗养、购物、参加会议或从事经
济、文化、体育、宗教活动的人员。统计时，出境游客按出境一次统
计１人次。

出境游客包括出境（过夜）旅游者和出境一日游游客。
出境（过夜）旅游者是我国大陆居民出境旅游，并在境外其他

国家或地区的旅游住宿设施至少停留一夜的游客。
出境一日游游客是指我国大陆居民出境旅游，在境外停留时

间不超过２４小时，并未在境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旅游住宿设施内
过夜的游客。
４．国内游客
国内游客是指在国内观光游览、度假、探亲访友、就医疗养、购

物、参加会议或从事经济、文化、体育、宗教活动的本国居民，其出
游的目的不是通过所从事的活动谋取报酬。统计时，国内游客按
每出游一次统计１人次。

国内游客包括国内（过夜）旅游者和国内一日游游客。
国内（过夜）旅游者是指国内居民离开惯常居住地在境内其他

地方的旅游住宿设施内至少停留一夜，最长不超过１２个月的国内
游客。国内旅游者应包括在我国境内常住一年以上的外国人、港
澳台同胞。但不包括到各地巡视工作的部级以上领导、驻外地办
事机构的临时工作人员、调遣的武装人员、到外地学习的学生、到
基层锻炼的干部、到境内其他地区定居的人员和无固定居住地的
无业游民。

国内一日游游客是指国内居民离开惯常居住地１０公里以上，
出游时间超过６小时，不足２４小时，并未在境内其他地方的旅游
住宿设施过夜的国内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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