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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性旅游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对旅游研究的逐渐深化，人们对

旅游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 为适应旅游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突出旅游基础理

论研究的新发展、新成果，根据旅游中等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大纲，我们

组织编写了本教材。
本书自 ２００８ 年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职业院校师生的欢迎和好评，纷纷选作

教材。 此次修订再版，是在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版的基础上，对全书部分概念进行了适

当的更新，对于旅游业新的数据进行了及时的更新和替换。 为适应中职教学的

需要，本书突出基础理论，系统阐述了与旅游相关的概念。
由于本课程是旅游类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是旅游从业人员必须具备

的基础知识。 本书立足旅游业的视野，从旅游的概念、旅游的发展史、旅游的基

本要素、旅游业的构成、旅游业的产品与市场、旅游业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以及

旅游人才的培养等几个层面对旅游进行全面的分析。 全书内容详尽，浅显易懂，
观点明确。

本书编写的主导思想是便于教和学，同时又注重实用性，在每章前后配有本

章导读、关键词汇、本章小结、本章自测题以及相关链接等内容，有利于读者加深

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本书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技校和职业高

中）旅游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旅游岗位从业人员的培训用书。
本书第 ２ 版，由云南旅游职业学院院长范德华任主编，云南旅游职业学院余

宏刚、湖北省旅游学校刘婷、四川省旅游学校周亦波任副主编。 本书此次修订再

版，由余宏刚更新增补资料和修改完善，范德华负责全书统稿和定稿。 本书第 １
版编写分工：范德华编写第 １ 章、附录，杨晨晖编写第 ２ 章、第 ４ 章，刘婷编写第 ３
章、第 ６ 章，周亦波编写第 ５ 章、第 ７ 章。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参阅了最新的旅游资料和近年来出版的旅游概

论等有关教材，但由于编者学识和时间有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

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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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导读】
本章主要介绍国内外关于旅游定义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明确旅游的概念性

定义，进一步阐述了旅游活动的本质特征、本质属性和现代旅游活动的类型，最
后介绍了旅游学研究的对象与内容。 本章学习的重点是旅游定义，难点是旅游

的本质属性。
【关键词汇】
埃斯特定义　 旅游概念性定义　 国内旅游　 国际旅游　 商务旅游　 会议旅

游　 奖励旅游　 团体旅游　 散客旅游

１．１　 旅游的概念

１．１．１　 旅游定义概述

１）国内外词典中对旅游的解释

“旅游”是旅游学研究的最基本概念。 １８１１ 年，英国出版的《牛津词典》中
对“旅游”（ｔｏｕｒｉｓｍ）的解释是“出于消遣目的的旅行”。 其词义是：离家远行，参
观游览一些地方又回到原地（家里）。 显然，“ｔｏｕｒｉｓｍ”源于含有巡回或环行意思

的“ｔｏｕｒ”一词。 这种定义只是旅游表面现象的描述，但表达了西方人已经认识

到凭借工业革命的成果，尤其是先进交通工具的发明，可以大大地减少旅行途中

的艰险，而实现安全返回的旅游愿望，排除了对长途旅行的恐怖感。 这正反映了

西方的旅游概念更倾向于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 美国人多用“ ｔｒａｖｅｌ”一词，解释

为“长途旅行，依次经过”，它是由“ｔｒａｖａｉｌ”转化而来，其词源具有“阵痛、艰苦、困
难、危险”的含义，反映了旅行者外出旅行具有的一种恐惧心理。 其根源在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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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们的旅行所能凭借的客观条件（主要是交通）的局限性。 但 １９６３ 年“罗马

会议”提出将非消遣性的事务旅行纳入旅游统计范畴之后，“ ｔｏｕｒｉｓｍ”和“ ｔｒａｖｅｌ”
这两个词的词语被进一步同化。

１９５９ 年，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旅游的解释是：旅行

游览。 可见“旅游”是旅行和游览的复合词。 所以，在现代汉语中，“旅游”和“旅
行”二词可以大体相通。 因此，旅游业界人士对有组织的旅游客人（团队）称“旅
行团”或“旅游团”。

２）旅游学者及研究机构和旅游组织对旅游的定义

不仅各种词典对旅游的解释不同，长期以来，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和国际组织

对旅游定义的界定也多种多样。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１）瑞士学者对旅游的定义（“埃斯特”定义）
瑞士学者汉泽克尔（Ｈｕｎｚｉｋｅｒ）和克拉普夫（Ｋｒａｐｆ）于 １９４２ 年在其合著的

《普通旅游学纲要》中提出，后来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又被“旅游科学专家国际联

合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ｉ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所采用的“埃斯

特”（Ａｉｅｓｔ）定义：“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

和。 这些人不会导致长期定居，并且不从事任何赚钱的活动。”
埃斯特定义中，用“非定居者”强调了旅游活动的异地性，用“不会导致长期

定居”强调了旅游活动的暂时性，“不从事任何赚钱的活动”则强调了旅游活动

的非就业性，而“现象和关系的总和”强调了旅游活动的综合性。 埃斯特定义从

消遣性旅游的研究角度，较好地把握了旅游的本质属性，因而在世界各地的旅游

学界都有很大影响，是目前较有权威性的定义。
（２）英国学者对旅游的定义

１９７２ 年，英国萨里大学的伯克特（Ｂｕｒｋａｒｔ）和梅特利克（Ｍｅｄｌｉｋ）认为：旅游

发生于人们前往和逗留在各种旅游地的流动，是人们离开他平时居住地和工作

的地方，短期暂时前往一个旅游目的地运动和逗留在该地的各种活动。
这一定义指出了旅游最本质的特征，即人的流动，一切运动都包含着流动，

但并非一切流动都是旅游。
（３）美国学者对旅游的定义

１９８０ 年，美国密执安大学的罗伯特·麦金托什和夏希肯特在《旅游学———
要素、实践、基本原理》一书中指出：旅游可定义为在吸引和接待旅游及其访问

学者的过程中，由于旅游者、旅游企业、东道国政府及东道国各地区的居民的相

互作用而产生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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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联合国的“官方旅行机构国际联合会”（ＡＩＧＴＯ）对旅游的定义

联合国的“官方旅行机构国际联合会”（ＡＩＧＴＯ）认为：旅游是指到一个国家

访问，停留超过 ２４ 小时的短期旅客，其旅游目的或是悠逸（包括娱乐、度假、保
健、研究、宗教或体育运动）或是业务、出使、会议等。

本定义强调了旅游活动的暂时性、异地性和消遣性，同时也强调了公务旅

游、商务旅游和探亲访友等。 本定义中强调“停留超过 ２４ 小时”主要是出于方

便统计和技术性需要，存在不尽合理的地方，排斥了当日往返的旅游活动。
（５）世界旅游组织对旅游的定义

１９９１ 年，世界旅游组织在加拿大的渥太华召开的国际旅行与旅游统计大会

上将旅游定义为：旅游是指人们为了消遣、商业和其他目的离开通常环境去往他

处，并在那里连续停留不超过 １ 年的活动。
本定义中“通常环境”主要是排除在居住地以内的旅行、在住所与工作场所

之间频繁或长期的旅行、定期的社区旅行。 “不超过 １ 年”的标准则是为了排除

长久的移民活动。 同时指出：“访问的主要目的不应是通过所从事的活动而从

访问地获取报酬。”本定义也强调了异地性、暂时性、非就业性，但更倾向于技术

性需要，主要为调查与统计的可操作性。

３）旅游定义类型归纳总结

虽然各家说法表述不同，归纳起来，旅游可以有两种定义类型，即概念性定

义和技术性定义。
（１）概念性定义（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概念性定义是从学术研究角度出发，旨在提供一个理论框架，用以确定旅游

的基本特点以及将它与其他类似的或相关的，但是又不同的活动区别开来。 综

合人们对旅游定义的不同表述，可将旅游定义中的核心内涵概括为：
①旅游活动的异地性。 旅游是人们离开平时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去异国他

乡访问活动。
②旅游活动的暂时性。 旅游是人们前往旅游目的地，并在那里作短暂停留

的访问活动。 这种短暂停留有别于移民性的永久居留。 消费者在目的地的逗留

时间有一定的限度。 按照《联合国国际旅游统计暂行准则》，这一时间限度是 １
年以内。 但在国内旅游方面，世界各国对时间限度无统一标准。 目前我国旅游

统计中对国内旅游的界定是，在外地停留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
③旅游活动的非就业性。 目的上不从事任何赚钱的活动，是处理自己的业

余时间的方式。
④旅游活动的综合性。 旅游是人们的旅行和暂时居住而引起的各种现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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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总和。 它不仅包括旅游者的活动，而且包括这些活动在客观上所产生的

一切现象和关系。
鉴于以上分析，依据现代旅游发展的客观实际，可以对旅游概念性定义为：

旅游是人们出于主观审美、娱乐和社会交往等非就业性目的，暂时离开自己的常

住地到目的地作短暂停留所引起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
（２）技术性定义（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技术性定义是从实践研究角度出发，用它来为统计和立法提供旅游信息。

如上述联合国的“官方旅行机构国际联合会” （ＡＩＧＴＯ）对旅游的定义和世界旅

游组织对旅游的定义。 技术性定义的采用有助于实现可比性国际旅游数据收集

工作的标准化。

１．１．２　 旅游活动的本质特征

旅游活动发展到今天如此普遍，是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迅速发展的结果。
因此，现代的旅游必然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特点，人类旅游活动除

了因时代的影响而具有不同时代的特点外，还具有与一般社会活动和社会性消

费形式不同的本质特征，即审美性、异地性、流动性、季节性等特点。

１）旅游是一种审美性的活动

旅游的审美性，是指为了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和最大的审美享受而进行旅游。
旅游活动是 １９ 世纪以后的旅游主体在审美意识的支配下的一种自发行为，这种

行为在个人意愿和兴趣的影响下受个人支付能力及其他能力的制约，但旅游的

基本出发点、整个过程和最终效应都是以获得精神享受为指向，旅游是靠经济支

撑的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是靠美感享受而获得的，旅游是综合性审美实践。
如何理解旅游的审美本质？ 人类的旅游活动不是基于人的本能，而是人类

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 有人认为人的旅游欲望是天生的、本能的，这是不正确

的。 原始人的生活中也不存在旅游这种社会现象，他们逐水草而居，时常迁徙。
当一个地方水草枯竭之后，就要踏上陌生的旅途，去寻找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
因而，这种时空运动常常是被迫的，出于谋生的目的。 旅游的审美性是旅游者所

追求的自觉目的。 因此，从旅游美学的本质上说，旅游是一种寻找美、感受美的

活动。 从物质方面得到的主要是感官或生理上的愉悦和满足，从精神方面获得

的则是心理上、意识上的美的感受。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的审美意识也会

不断加强，审美视野将得到扩大，审美经验日益丰富，通过旅游来获得审美享受

的欲望也就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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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同时，旅游是旅行和逗留相结合的活动。 旅游的目的是游览、消遣和娱乐，
人们追求实现自我发展和完善的手段，审美追求，获得身心愉悦不仅是旅游者最

初的旅游动因，而且贯穿在旅游的全过程，渗透到旅游活动的一切领域。 旅游的

过程一般包括食、住、行、游、购、娱 ６ 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能给旅游者以美或不

美的感受。 这种活动是现代人的文化消费，也是在追求精神和物质的享受，这是

与古代旅行、观光所不同的。 因此，从某一角度来说，现代的旅游业就是创造美

的事业，它的任务就是为旅游者生产和挖掘美的景观、美的艺术、美的产品，提供

美的（优质的）服务和管理。 现代旅游与历史上的旅游现象的重要区别就在于

旅游业这一媒介的出现。 但这一媒介并未改变旅游审美活动的本质。 在人类的

其他实践活动之中，组成旅游业的各种因素，比如交通、食宿等，仅仅具有日常生

活的实用性。 但是在旅游审美活动中，这些因素完全超出了这种实用意义，而具

有了审美价值。 旅游者是旅游审美活动的主体，而与之对应的旅游审美客体就

是旅游业与旅游对象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一种特殊环境，我们把这种环境称为

旅游审美环境。 我们需要研究如何运用审美规律，创造出一个独具魅力的旅游

审美环境，以便充分满足旅游者的审美需求，保证旅游审美活动的实现。

２）旅游是一种异地性活动

旅游的异地性是指人们须离开其通常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到异地他乡进行旅

游。 这里所说的“通常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是指一个人在一年以上的较长时期

内居住和工作的地方。 异地性是旅游的基本特征，它标志着旅游过程中的一切

活动是在异地进行，因而，决定着旅游者跨地界、国界、洲界流动的必然性，表明

了旅游活动可以促使人类超越地缘、种族和不同意识形态的界限而走在一起，进
行跨文化交流与不同价值观的沟通和谅解从而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

虽然旅游动机多种多样，但游览审美、求新求异却是基本的出发点。 心理学

研究表明，事物对人的反复出现会降低人对它的感受性，就是说当人们长期生活

在一种环境中，对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就会感到平淡无奇和乏味。 相反，对现有的

环境中看不到、听不到的陌生的远方世界，会引起特殊的悬念和联想。 因此，当
人们在具备一定条件时，就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环境，渴望去欣赏和领略异地

的风光、风俗、生活，从而开阔眼界、增广见闻，获得在常住地所得不到的新知识、
新快乐、新感受。 科学技术越进步，物质越丰富，生活环境越舒适，为什么人们反

而越向往旅游，其道理正在于此。

３）旅游是一种流动性的活动

旅游的异地性，决定了旅游的流动性。 因为旅游者为了实现旅游的目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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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必须能够从自己的常住地转移到异地景区，然后从一个景区向另一个景区转

移，这就产生了流动，也就是旅行。 只有流动（旅行），游览才能获得更广阔的空

间形式，所以，旅游必须以旅行为前提。
然而，旅游还有“静态”的因素。 静，就是停留，实质上旅游就是一种动与静

或者说是行和游相结合的活动。 从旅游业经营者来说，旅游者在目的地停留时

间越长，经济效益越好。 旅游者在一定旅游时间计划内，所经过的城市（地区）
越多，就意味着旅游者疲于旅途辛苦，而且加剧了民航、铁路运力的紧张，并降低

了旅游资源（景点）和各种设施的利用率，造成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因此，在
旅游线路的设计和安排上除了要充分考虑到旅游流动性的“动态”因素，还要考

虑到旅游流动性的“静态”因素，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４）旅游是一种季节性的活动

旅游的季节性，是指旅游活动因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呈

现出旅游淡季、旺季的差异性。 自然条件的影响，主要指那些以自然风光为主体

的旅游目的地，因受所处地理位置的制约，其旅游观赏功能的发挥有明显的季节

性。 社会文化的主要影响，一是指因某些人文旅游资源诸如传统的民俗、民间的

节庆活动和某些宗教纪念日都有一定的时间（季节）性。 二是指因受传统习俗

的影响，导致人们出游时间相对集中在一定的季节里。 例如我国的国庆节和春

节，由于假期时间较长，也人为地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假日旅游”的高潮。

１．２　 旅游的本质属性

旅游是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以经济活动表现出

来的综合性社会活动，旅游活动要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发生和进行，因而旅游的

性质便成了社会环境中多种现象的综合反映。 旅游作为人类超出生存需要的一

种高级消费活动，具有经济属性、社会文化属性和高级属性等。

１．２．１　 经济属性

１）旅游者与旅游企业之间是一种经济交换关系

在现代旅游活动中，旅游者在外旅游过程中，接触最多的是旅游企业。 因为

旅游者吃、住、行、游、购、娱等活动都和旅游企业密不可分。 因此，旅游者与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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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之间形成了旅游需求者和供给者的关系。 旅游者要实现各项旅游活动、享
受旅游产品和服务，必须向旅游企业支付一定的货币，即旅游者与旅游企业之间

是一种经济交换关系。 所以，旅游者的来访带来市场机会并促使旅游业的产生

与发展，也对旅游目的地的经济产生影响，旅游活动所导致的经济现象也因此而

产生。

２）旅游活动是一种经济支出活动

旅游是消费活动，而不是生产活动。 旅游者在其旅游过程中不向社会也不

为旅游者个人创造任何外在的可供消费的资料，相反却花费着旅游者以往的积

蓄和他人的劳动成果，即使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例如一个人流连山水，陶醉于

大自然（而非人化）的美的恩赐，或不花钱旅游（奖励旅游等），他也是在消磨本

可以用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时间。 旅游活动受一个人的收入水平或其家庭的富裕

程度限制，不仅限制是否能出游，而且还限制出游的级别。
有学者曾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提出过这样的经验统计，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达到 ８００～１ ０００ 美元时，其居民将普遍会产生国内旅游的意愿；当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４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美元时，则将产生出国旅游的意愿。 目前，
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 １ １００ 美元，普通家庭可以从事国内游，而较富裕家

庭已开始出国游。 因而，人们的收入是决定能否外出旅游的物质条件，这个收入

是指可自由支配收入，亦称可随意支配收入。

１．２．２　 社会文化属性

１）旅游主体具有社会的文明性

旅游既是在人类自身进化和社会发展历程中产生的，又是以人为本的一种

社会活动。 作为旅游的主体———旅游者，其行为与活动都是时代与社会特征在

人身上的反映。 旅游是旅游者前往目的地旅行和在该地停留访问的活动。 以消

遣性旅游为例，旅游活动是一种休闲活动，是一种短期性特殊的生活方式。 旅游

活动最基本的表现特征是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人员流动以及接触和交往。 这

些休闲、生活方式和人员交往，都属于社会现象，并且这些社会现象都是由旅游

者的活动所引起的。

２）旅游客体具有社会文化发展的变化性

首先，旅游客体主要是指旅游资源，人们在保护和开发旅游资源的过程中总

离不开自己的社会意识，总要打上自己所处社会的印记。 另外旅游设施的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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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修筑道路、增添食宿等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都离不开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
而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

其次，旅游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旅游本身就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

交流，从原始文化到现代文化都可以成为吸引游客的因素；游客不仅吸取游览地

的文化，同时也把所在国或地区的文化带到游览地，使地区间的文化差别日益缩

小。 人们旅游的目的之一就是体验异地的风情，了解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如旅游

目的地的民族历史、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建筑风格、着装服饰及饮食

特色等，以至于来访旅游者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体验这些方面的有关内容，同
时旅游者也会以自己表现出来的本民族文化影响旅游目的地的居民。

所以，从社会文化角度来考察，一个完整旅游活动的运作过程，既是文化消

费的过程，又是文化交流与创造（生产）的过程，即文化始终蕴含在旅游活动过

程中。 可见，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１．２．３　 高级属性

人类的旅游欲望不是本能的和天生的，不是与生俱来的，旅游的前提是具有

审美意识，它是社会性的。 旅游需要，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旅游是一种较高层次

的消费活动，是人们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拿出部分收入和时间进行这种特殊

的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并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影响而演变。 恩格斯对

人类生活的分类：一是生存；二是享受；三是发展。 生存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低
层次的需要，只有当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的需要才会上升到高层次的

需要。 旅游就是人类需要层次提高的表现，它超出了生存需要，具有享受性；同
时，也会包括发展自己知识、才能和个性的需要。 例如，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如欧

洲、北美等地区的国家，旅游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 也就是成为生活中排在衣、
食、住之后的一项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享受一下临时变换环境所带来的愉

悦”，已成为一些旅游者的口头禅。 旅游也就成为生活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１．３　 现代旅游活动的类型

目前，国内外旅游学者对旅游活动类型的划分，尚无统一的标准，人们往往

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和视角，选用不同的划分方法，因而所划分出来的旅游类型

也是结果各异。 同时应用任何一种标准所划分出来的任何一种旅游类型，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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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使用其他标准划分出来的类型发生相互交叉和联系。

１．３．１　 按地域范围划分

按地域范围可分为国内旅游和国际旅游两种类型。

１）国内旅游

国内旅游是指人们在居住国境内开展的旅游活动，通常是指一个国家的居

民离开自己的常住地到本国境内其他地方去进行的旅游活动。 根据世界旅游组

织的解释，并不属于本国居民的常住性外国人在所在国境内进行的旅游活动亦

属于国内旅游。 国内旅游可以根据在目的地停留的时间，划分为过夜旅游和不

过夜一日游。 国内旅游又可以根据旅游活动范围的大小，划分为地方性旅游、区
域性旅游、全国性旅游 ３ 种形式。

（１）地方性旅游

地方性旅游一般是当地居民在本区、本县、本市的范围内的旅游。 这实际上

是一种短时间、近距离的参观游览活动，多数和节假日的娱乐性相结合，时间短、
活动项目少，常是和亲朋好友或家庭、小集体自发组织的旅游方式。

（２）区域性旅游

区域性旅游是指离开居住地到邻近地区的风景名胜点的旅游活动。 如北京

旅游部门组织的承德避暑山庄五日游，上海组织的苏州三日游、杭州五日游以及

厦门组织的武夷山七日游等。
（３）全国性旅游

全国性旅游是指跨多个省份的旅游，主要是指到全国重点旅游城市和具有

代表性的著名风景胜地的旅游活动。 如从广州经桂林、西安、北京、上海的旅游

路线，或从北京经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福建武夷山、厦门等一线的旅游活动都

属于全国性旅游。

２）国际旅游

国际旅游是指一个国家的居民跨越国界到另一个或几个国家去访问的旅游

活动。 根据旅游者的流向，又可分为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 根据国际旅游的范

围大小，又可分为跨国旅游、洲际旅游和环球旅游 ３ 种具体形式。
（１）跨国旅游

跨国旅游泛指离开居住国到另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进行的旅游活动。 以不

跨越洲界为界限。 如亚洲本区内的出国旅游就是属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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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洲际旅游

洲际旅游是指跨越洲界限的旅游活动。 如北美国家的旅游者到欧洲的旅游

活动，或美国人到中国（亚洲）、日本人（亚洲）到美国夏威夷（北美）的旅游活动

都属洲际旅游。 这种旅游受制约的因素较多，如航空工业的发展状况、语言障

碍等。
（３）环球旅游

环球旅游是指以世界各洲的主要国家（地区）的港口风景城市为游览对象

的旅游活动。 如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游船，号称“千人百日游全球”的
旅游活动，属于环球旅游。 环球旅游消费大，多数属于经济宽裕人士的度假观光

旅行或科学考察和探险性旅游。

１．３．２　 按旅游目的划分

按 １９６３ 年联合国旅游会议（罗马会议）对游客访问目的的分类，可划分为

度假旅游、医疗保健旅游、求学旅游、宗教旅游、体育活动旅游、商务旅游、公务旅

游、会议旅游、探亲访友旅游等。 为结合目前旅游活动的开展情况，一般按旅游

者旅游目的划分为观光型、度假保健型、公务型、宗教型、购物型、特种型等。

１）观光型

观光型即以游览观光为主要目的，是最普通和常见的旅游活动类型。 目前

观光型主要表现为访名胜古迹旅游、观自然风光旅游、寻根旅游、探亲访友旅游、
参观重大建设成就旅游等方式。 在国外，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埃及金字

塔以及希腊的古迹、瑞士的风光等早已成为世界各国旅游者心目中的观光旅游

圣地。 中国北京故宫和万里长城、杭州西湖、西安兵马俑等，已成为大多数观光

旅游者的必到之地。

２）保健型

这类旅游主要是为了回避炎热或严寒，调节环境，寻求幽静的、欢乐轻松的

休假期，治疗某些慢性疾病，以达到消除疾病、有益于健康的最终目的。 这种保

健型旅游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疗养旅游、森林旅游、温泉旅游、度假村旅游、治疗

疾病旅游等。 例如号称世界旅游王国的西班牙，每年接待几千万的国际旅游者，
大多数属于游海滩、寻阳光和海水浴等度假与保健相结合的活动。

３）公务型

公务型即出于职业的需要，以办展览，进行贸易和商务洽谈，出席会议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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