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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旅游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评析


许　曦，黄大勇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４０００６７）

摘　要：近年来，重庆研究者在旅游经济学研究中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在区域旅游和特色旅
游活动方面的研究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总体上看，对策性、应用性研究偏多，基础理论

研究不足；研究方法以描述性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有待加强；“跟风、趋同”现象较严重。应加强旅游经

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强化旅游经济方法论研究，创新旅游经济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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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旅游业发展迅速，旅游经济学的
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重庆旅游经济学研究在总

体上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从近两年重

庆理论工作者以及政府和产业部门的研究人员发

表的旅游学术论文看，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区域旅

游、特色旅游活动、旅游者与旅游企业三个方面，并

取得了新进展，为我国旅游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旅

游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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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区域旅游的研究

区域旅游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对区域旅游业

发展做的研究。重庆学者的区域旅游研究主要集

中于区域旅游发展战略、区域旅游规划、区域旅游

合作、区域旅游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领域。

１．区域旅游发展战略
区域旅游发展战略是从目标、发展阶段、产业

空间布局等角度对区域旅游业发展进行的宏观思

考。２００７年３月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重庆市发展
的“３１４”战略布局，同年６月重庆被国务院批准设
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新形

势下，结合重庆旅游发展实际，学者们就重庆区域、

三峡库区的区域旅游发展战略提出了思考。

赵小鲁认为旅游业应在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加快、

率先和重点发展的突破口。为此，要围绕城乡统筹

发展主线，明确区域分工和发展重点，构建“一圈两

翼”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１］。王爱忠将旅游业

看做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载体与途径，认为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生态旅游，能提高农村经济，增加

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缩小城乡差距［２］。张愚

则对直辖十年来，重庆市国际旅游产业发展与经济

增长相关性做了定量实证分析，提出要大力发展国

际旅游业，强化其对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带动促进作

用［３］。詹培民在明确了要将旅游业培育成三峡库

区支柱产业的目标前提下，提出要打造长江三峡国

际黄金旅游带，必须构建“一线三点四区”的旅游生

产力布局［４］。上述主张建议为重庆未来旅游业发

展指明了方向。

２．区域旅游规划
近年来重庆学者在区域旅游规划方面建树颇

丰。在规划基础理论方面，既有张述林、姜辽、陆敏

等人结合空间思维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对拟定旅游

目的地发展规划思路和构建跨县域旅游规划系统

的思考［５７］，也有范春借鉴景观生态学理论、王昕结

合社区理念，从旅游行为导向、管理方便性角度对

旅游地规划空间层次的重新界定［８１０］。其中，范春

的研究较有新意，他借鉴景观生态学理论，提出乡

村旅游规划中的空间要素也可划分为斑（即景点

斑，是旅游者获得体验和心理慰藉的核心吸引物）、

廊（即“风景交通廊”，是架构旅游者和景点斑的通

道，同时也承担部分景观功能）、基（即“环境基”，由

旅游配套设施、基础设施和乡村社会环境构成）、缘

（即由乡村旅游空间的开放性特征和与周边区域旅

游的协作要求构成的“周边缘”）四大部分，认为对

乡村旅游作空间规划就必须要依据各要素的测度

指标，重点做好景点斑—风景廊—环境基—周边缘

四要素的静态设计和内部连通演变机理的安排，从

而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以该理论为基础，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借用旅游体验场理论和形式

美学理论，提出了景区交通廊道的体验空间设计方

法。上述多种理论在旅游规划中的引入和新的方

法论的探索为当前区域旅游规划研究科学范式的

建立奠定了基础。

另外，在具体的实证性规划方面，重庆学者也

多有涉猎。宋智以重庆歌乐山为例，认为大城市边

缘旅游区的开发面临当地从城市转移承接的工业

发展的威胁，解决这一矛盾的现实方法是通过对区

域地形地貌特征的深入研究，对镇域规划、旅游规

划中度工业发展区和旅游开发区做明确的空间限

定［１１］。牟红在云阳南三峡旅游区规划中，设计引入

了一种系统择优筛选机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方

面建立循环反馈筛选的要求、条件和原则［１２］。应该

说，两年来，重庆学界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深入探索

确保了重庆各级旅游规划的渐趋完善和科学化。

３．区域旅游合作
国内旅游学界倾向于将西部旅游分为三大板

块，一是由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构成的西北

板块；二是由青海、西藏构成的青藏板块；三是由云

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构成的西南板块。重庆

地处西南，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城市和西部唯一的直

辖市，它与西南四省在历史上息息相关、地理上紧

密接壤。从２０００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西南区域的五省七方开展了一系列的互动合作。

２００４年９月川渝两地旅游局签订“构建长江上游
（川渝）旅游圈合作协议书”，２００５年３月川黔渝三
省达成“共同打造川黔渝三省金三角旅游区”的协

议。但因为种种原因，这种合作尚停留在政策导向

和舆论影响层面，未获得实质性进展。党的“十七

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明确提出要 “遵循市场经

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性强，联

系经济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因此，如何贯彻响应

中央号召，加大区域旅游合作力度成为重庆学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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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热点。

武光和陈志峰认为区域旅游合作应以空间组

织结构为基础，以政府协作、产业组织为两翼来实

现双赢的合作目标。在对川渝两地的旅游合作条

件、合作障碍做了详尽分析后，他们提出川渝两地

旅游合作应采用双核联动模式，以成都和重庆主城

为双核，在空间上构建长江上游旅游圈［１３］。江薇薇

从创新旅游发展规划的角度入手，首次提出了将西

南五省市１３０万平方公里的生态资源进行整合，打
造滇黔桂川渝绿色生态旅游共同体，创造中国最佳

绿色生态旅游新空间的构想［１４］。曹华盛则从博弈

视角，分析了多年来长江三峡因为跨区域、流域性

的特点造成的利益主体分散、同质化景区恶性竞

争、三峡旅游品牌形象模糊、整体发展受制等一系

列问题，提出了以组建联合管理机构，创新参与者，

实现旅游企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改变旅游运作模

式为核心的“三峡旅游竞合博弈战略”［１５］。而骆永

菊、王孔敬则针对三峡库区，从空间布局着手，提出

了以“重庆、宜昌、万州”为基地，以沿江１０个大县
市为节点，形成四大“金三角”特色旅游拓展区，并

通过对各区不同的定位以及跨区跨省的旅游线路

设计来实现三峡库区旅游资源整合的方案［１６］。

除了上述针对跨区、跨省的区域合作问题的探

讨外，区域内各地县以及区域内政府、企业间的合

作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陆敏、张述林运用

整合理论，紧紧围绕“重庆都市一小时经济圈”，从

旅游资源、旅游交通、旅游服务设施三方面综合考

虑，将圈内各地县区联系起来，提出了培养旅游增

长极、旅游增长轴，形成旅游圈层结构的圈内旅游

整合模式［１７］。袁中智关注旅游信息问题，提出政

府、企业、媒体信息机构要三方联合，将本区域形式

来源分散的旅游信息，按需要进行筛选、融合、类

聚、排序，构成一个高效能的区域旅游信息资源体

系，通过统一的发布平台，最大限度满足各方的需

要，服务区域旅游发展［１８］。曹华盛则通过实证研

究，以长江三峡为例，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了目前

重庆政府与旅游企业在旅游目的地促销中存在的

宣传错位与差异，为下一步探讨政府如何将区域旅

游战略、旅游规划具体落实到企业、落实到市场运

作中提供了借鉴［１９］。

４．区域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
如何正确处理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实

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目前生态旅游

作为一种与环境协调的开发模式，已得到广泛认

同，它被认为是森林公园、峡谷林地，甚至广大农村

实现核心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模式，代表未来

旅游发展的潮流。但对此，重庆学者却有不同看

法，例如张勇就强调指出生态旅游只是一种理念和

发展模式，不是一种可独立开发的旅游方式、旅游

产品，盲目粘贴生态旅游的标签对营销有害无

益［２０］。蒋玲也认为目前新农村建设中，以生态乡村

旅游旗号进行的旅游开发对农村的大气、水、土壤、

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自

然生态平衡［２１］。因此，如何制定一套合理的环境测

度监控体系，实现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统筹兼顾

引起了学者们的思考。刘俊在对比了国内外生态

旅游标准体系建设的状况后，提出目前我国的生态

旅游标准建设应将重点放在加快专业化队伍的组

建和实施标准的多元化和国际化两个方面［２２］。田

喜洲从环境保护教育与宣传、法律措施、规划保护

措施、技术手段等方面论述了美国生态环境保护的

具体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借鉴［２３］。王昕、席建超、葛

全胜则着眼于实际，一个从社会和经济利益群体协

调角度，采取德尔菲法构建了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

力评价指标体系［２４］。席建超、葛全胜还从生态系统

响应和游客主观认知的双重视角，对旅游区旅游步

道对人类旅游践踏干扰的响应做了研究［２５］。上述

探索和实证研究对指导实践活动意义重大。

二、关于特色旅游的研究

１．乡村旅游
关于乡村旅游，国内采用较多的是王兵的定

义，即乡村旅游是以乡野农村的风光和活动为吸引

物，以都市居民为目标市场，以满足游乐者娱乐、求

知和回归自然等方面需求为目的的一种游乐方式。

对于乡村旅游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

用，目前学界已有共识。但在如何构建乡村旅游产

品体系、乡村旅游示范区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如何针

对重庆特色发展地区乡村旅游，重庆学者又提出了

不同的建议与思考。

张述林、姜辽等从宏、微观角度入手，在点式思

维、链式思维及面式思维等空间规划的思维理念指

导下，借助图底理论、联系理论、场所理论等空间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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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理论对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点、乡村旅游产品

线、乡村旅游分区进行了宏观规划，同时对乡村旅

游景观元、乡村旅游景观链、乡村旅游景观场进行

了微观设计，对重庆市乡村旅游的发展起到一定的

指导作用。同时通过分析重庆乡村旅游资源特色，

概括出其空间发展思路，即主城都市圈、渝西都市

环、渝东北翼、渝东南翼的“一圈一环两翼”构

想［２６］。邱继勤着眼于重庆独特的资源、市场、区位、

政策优势，在对重庆乡村旅游农业发展中存在的

“产品单一，布局失衡，经营落后，管理缺失”四大问

题做了深入剖析后，提出了包括构建多样化特色化

的产品开发模式、构建多元化规模化的乡村旅游农

业经营模式、构建合理有序的新型旅游农业管理模

式和构建完善有效的旅游农业政策保障体系在内

的未来重庆乡村旅游农业发展对策［２７］。

李艳娜和黄大勇针对乡村旅游示范区，从旅游

系统、农业和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三个方面构

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包括４个层次的３２个指标及相
应权重，并设定了指标标准，有利于对乡村旅游的

发展进行量化分析和有效评定［２８］。李雪花从人力

资本理论角度分析了乡村旅游发展中人力资本投

资现状及原因，认为人力资本是影响乡村旅游发展

的关键性因素［２９］。巴芒从三峡库区农村实际出发，

指出要保障农民根本利益，构建和谐三峡库区，股

份合作制应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三峡库区发

展乡村农业生态旅游的最佳经营管理模式［３０］。毛

勇认为乡村旅游是传统旅游的一种替代产品，它具

有整体产品的概念，在产品域上体现为核心产品

域、辅助产品域和扩张产品域三个层次，可从观光、

体验、度假、康体养生和体育冒险等方面对乡村旅

游进行开发，并在乡村旅游的开发层次和营销方面

注重产品组合策略的运用［３１］。谢欣强调了金融业

的大力支持对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提

出了金融支持政策，包括商业信贷支持、政策性金

融支持及保险支持［３２］。

２．体育旅游
体育旅游是指旅游者以参与或观赏体育活动

为目的，或以体育为主要内容和手段的一种旅游活

动形式。近年来，随着武隆县连续７届“国际山地
户外运动挑战赛”的成功举办，体育旅游业逐渐为

重庆学界所关注。但许良、潘灿晨、张世威、宋成刚

等学者普遍认为重庆的体育旅游产品开发尚处于

初级阶段，仍然存在体育旅游市场需求与供给不

足，体育旅游人才缺乏、管理混乱，体育旅游产品与

目的地开发不足、生态环境受到威胁等问题；进而

提出了明确市场定位，整合资源、开发特色体育旅

游模块，加强外生机制建设，建立人才和中介机构

等下一步发展对策［３３３５］。张云耀则在实地调研的

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可信度检测、回归分析、频

率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举办多届的环青海湖国

际公路自行车赛做了深入分析，进而指出标志性体

育事件要成功举办离不开“事件的营销战略、事件

自身的策划与管理、当地社区的参与支持”三大要

素，而三要素中当地政府、餐饮企业、住宿业以及商

业部门的发展支持，活动举办的长期赞助商和热心

的当地观众又是决定体育事件举办成效的重要因

素［３６］。该研究应该说对目前重庆主城和区县异常

活跃的体育赛事兴办热潮有极强的借鉴指导意义。

３．民俗文化旅游
民俗文化旅游是以了解旅游目的地的民俗、民

族文化、地域文化并进行交流为主要内容的旅游活

动，它是一种寓学习于休闲之中的旅游体验方式，

是一种知识含量高、参与体验性强的旅游产品。重

庆学者的民俗文化旅游研究除沿袭传统的资源梳

理—开发问题分析—对策制定的思路外，较突出的

特色是出现了一些基础研究和结合地方产品策划

的文化创意构想。

赵瑞、罗仕伟运用旅游生态学理论对渝东南少

数民族旅游生态系统的循环机制进行研究［３７］。李

旭东探讨了民族旅游的真实性，认为民族旅游的真

实性应象征性地构建在世俗—神圣、破碎—完整、

熟悉—陌生等二元概论的后者，这是决定民族旅游

产品能否让消费者觉得真实，从而体验“本真自我”

的关键［３８］。笪玲从综述角度对国外宗教旅游的主

要内容和研究进展做了详尽阐述，并在此基础上从

宏观、微观和文化层面提出了国内宗教旅游研究的

体系框架［３９］。田喜洲对包括库区和重庆在内的西

部古镇旅游资源及其特色、价值做了认真梳理，提

出古镇是继古国、古都、古城之后的又一个旅游开

发热点，应在合理论证、规划基础上，对其进行主题

式、互补式、保留式、综合式开发［４０］。管维良从恢复

重现古镇风貌与古镇功能等方面入手，提出了以

“驿道文化”促进旅游并拉动走马镇经济的一系列

举措［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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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几种特色旅游研究外，近年来兴起的温

泉旅游、影视旅游、自驾车旅游、残疾人旅游等也受

到了大家的关注。黎健斌介绍了美国发展残疾人

旅游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残疾人旅游发展提供了有

益启示［４２］。陈楠、张云耀以残疾人为调查对象，利

用无助理论对其旅游障碍、旅游参与意图进行了实

证性分析［４３］。朱妍以重庆市民外出旅游的相关数

据为基础，引入ＡＳＥＢ栅格分析法，提出了旅行社开
发自驾车旅游产品的四大策略［４４］。宋林琳指出重

庆拥有世界品质的温泉旅游资源，但目前温泉旅游

产业基础薄弱，本地温泉企业低水平同质化竞争激

烈，客源市场单一，温泉品牌效应尚未凸显［４５］。

三、关于旅游者与旅游企业的研究

１．旅游者行为研究
旅游者行为研究属旅游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目

前这部分研究较为薄弱，相关文献较少。对国人旅

游过程中的不文明行为和道德弱化行为的研究是

重庆旅游经济学研究中的亮点。胡传东、王婷婷等

学者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入手，分析了旅游者道

德弱化行为的性质，指出人口过剩和公共资源匮

乏、家庭教育的扭曲、旅游制度建设的滞后以及旅

游的负外部性、旅游产品的短缺、旅游消费的大众

化是造成旅游者道德弱化、旅游不文明行为的外在

环境因素，而公共精神缺失、人权意识淡薄、小农思

想、封建特权意识和从众心理是造成旅游者道德弱

化的内在心理因素，并提出要改变这种现象必须加

强公民的道德法制教育、基础文化素质教育，并建

立健全旅游法规制度［４６４７］。

２．旅游企业经营管理
近年来，重庆学者在旅游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力资源管理和财务管理。在旅

游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目前劳动人口丰富、高素

质人才短缺、旅游人才流动频繁、流失严重等问题

非常突出。田喜洲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

是管理体制不完善，员工满意度不高。为此，他在

多篇文章中，运用模型分析、数量分析、实证研究等

多种方法，分析了影响旅游业员工满意度的主要因

素，并引入积极心理资本，强调了其在旅游企业人

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重要性，提出构筑良好的企业及

个人发展前景，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构建具有竞

争性的薪酬体系、提高员工精神回报等多项解决思

路［４８５０］。而在财务管理方面，刘红英则认为加强完

善旅游企业的财务核算管理体制是核心，一方面要

加强行业自律，另一方面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也应加

强监督，双管齐下，才能使旅游企业健康成长［５１］。

另外，在旅行社和旅游饭店等具体企业的研究

方面，小费回扣问题、集团化问题、品牌化经营问题

始终是研究焦点。其中，田喜洲将研究锁定于小费

回扣问题，系统介绍了国内外小费研究状况，清晰

界定了小费、服务费和服务价格，并依据委托—代

理理论，构建了旅行社与导游的委托—代理模型，

提出通过制度设计和行政手段来解决导游监督和

回扣等问题，完善现有导游管理机制［５２５４］。陈雪钧

关注饭店管理，研究了饭店品牌资本的构成及我国

饭店集团品牌国际化的障碍［５５５６］。郑璐、郑亚章和

刘芳、乜堪雄则探讨了旅行社企业的合作营销和旅

行社集团化问题，指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

高，竞争压力的增大，只有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旗舰”企业，将旅行社集团化，才能在竞争激

烈的市场上站稳脚跟［５７５８］。

四、旅游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

策建议

近年来，重庆学者在旅游经济学研究中取得了

较为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在区域旅游和特色旅游活

动方面的研究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

用。但在分析这些研究资料的过程中，也暴露出我

们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１）对策
性、应用性研究偏多，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缺乏。（２）
研究方法以描述性定性分析为主，较单一，定量分

析有待加强。（３）研究主体为高校学者和研究机构
的人员，一线企业参与研究者很少。（４）研究中的
“跟风、趋同”现象较严重，许多研究仍停留在浅层

的“资源、原则”罗列和“必要性、可行性”分析上，研

究水平和影响力有待提高。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重庆旅游经济学者下一步

研究应注意以下内容：

１．加强旅游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是旅游经济学研究的基石。但

目前国内学术界旅游经济学基础研究氛围缺乏，研

究成果分散、不扎实，主要表现为：没有形成核心的

概念与逻辑体系，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

学科体系，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特研究方法。与国内

学术界学科基础研究氛围缺乏相关联，重庆学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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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也对旅游基础理论表现出忽视的态度。在

近４５０篇学术论文中，战略型、应用性、对策类文章
居多；涉及旅游行为研究、旅游传播学研究、旅游经

济运行规律、旅游政策研究的较少；而涉及旅游经

济学理论体系、学科性质、旅游本质等学科“本原研

究”的内容几乎没有。因此，未来如何借鉴和吸收

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和领域

的最新理论成果，提升与创新基础理论平台，构建

旅游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应是重庆乃至全国旅游

学者面临的重大任务。

２．强化旅游经济方法论研究
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方法的研究要完成描

述研究、解释研究、预测研究和规范研究四个连续

的层次。研究者不仅能够对事物进行描述和解释

性基本层次研究，更要善于进行预测事物未来、寻

求事物本质规律的预测和规范研究，用高层次的研

究指导决策。在规范研究中，数理统计和构造模型

等方法在国外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学者们大都运

用数学模型、分类模型或空间模型对收集的数据资

料进行整理、分析，得出有现实意义的结论，研究的

问题也比较深入而且有代表性。而分析近年来重

庆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 ７０％采用了文字描述方
法，只有 ８％采用模型分析，１０％采用数量分析方
法。这说明学者习惯于运用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且

侧重于较低层次的论证和阐述，学术重复建设或搭

便车现象严重。因此，强化完善旅游经济学方法论

研究，提高其实践指导效用也是下一步学者的研究

重点。

３．创新旅游经济研究模式
旅游是一门应用性学科，要求理论与实践的密

切结合。但从目前的研究主体看，来自一线产业和

企业的研究很少，学术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不紧

密。因此，需要探索旅游研究模式的创新，打破旅

游研究与实践结合的边界，打通研究与实践共行的

通道，以与产业界共建研究基地等形式，将理论研

究主动推向实践；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产学研一体化机制，支持企业参与旅游项目和重大

课题的研究。

参考文献：

［１］赵小鲁．基于城乡统筹战略视野下的重庆旅游经济发展
基本思路［Ｊ］．重庆行政，２００８（２）．

［２］王爱忠．旅游业在重庆“新特区”建设中的作用［Ｊ］．商
场现代化，２００８（１５）．

［３］张愚．重庆国际旅游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Ｊ］．时代经贸，２００８（３下旬刊）．

［４］詹培民．长江三峡国际旅游黄金带生产力布局研究［Ｊ］．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４）．

［５］张述林，姜辽，张彦歌．空间思维观下的山地旅游开发理
念刍论———以陕西省镇巴县为例［Ｊ］．人文地理，２００８
（５）．

［６］张述林，姜辽，高鑫．耗散结构理论在跨县域旅游规划中
的应用［Ｊ］．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
（２）．

［７］张述林，陆敏．基于综合集成方法的旅游规划研究［Ｊ］．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４）．

［８］王昕．基于旅游行为的旅游目的地空间层次与管理［Ｊ］．
人文地理，２００９（６）．

［９］范春．基于景观生态学视角的乡村旅游空间规划探析
［Ｊ］．经济地理，２００９（４）．

［１０］范春．基于体验旅游的景区廊道空间设计［Ｊ］．人文地
理，２００９（２）．

［１１］宋智．大城市边缘山地旅游区规划的生态学方法［Ｊ］．
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０８（Ｓ１）．

［１２］牟红．三峡库区旅游产品的衍生和转化［Ｊ］．西南民族
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８（３）．

［１３］武光，王清雨，张海龙．重庆与四川旅游合作研究［Ｊ］．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３）．

［１４］曹华盛．论长江三峡旅游竞合博弈［Ｊ］．特区经济，２００８
（９）．

［１５］骆永菊，王顺克．三峡库区旅游资源整合思路及对策
［Ｊ］．人民长江，２００８（１）．

［１６］王孔敬．三峡民族地区多元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与旅
游业的深度发展［Ｊ］．江苏商论，２００８（１２）．

［１７］陆敏，张述林．基于整合理论的大都市圈旅游整合研
究———以重庆“一小时经济圈”为例［Ｊ］．旅游论坛，
２００８（６）．

［１８］袁中智．区域旅游信息资源整合探讨［Ｊ］．商场现代化，
２００８（２１）．

［１９］曹华盛．旅游目的地促销的政企合作分析———以长江
三峡为例［Ｊ］．资源开发与市场，２００８（９）．

［２０］张勇．对生态旅游研究的冷思考［Ｊ］．江苏商论，２００８
（２）．

［２１］蒋玲，陈玉成．新农村旅游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
对策［Ｊ］．农业环境与发展，２００８（６）．

［２２］刘俊．生态旅游标准建设研究［Ｊ］．资源开发与市场，
２００９（９）．

［２３］田喜洲．论美国旅游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Ｊ］．生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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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术版），２００８（２）．
［２４］王昕．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评

价实证研究［Ｊ］．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０８（１）．
［２５］席建超，葛全胜．六盘山生态旅游区旅游步道对人类践

踏干扰的响应研究［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０８（２）．
［２６］姜辽，赵瑞，张述林．重庆市乡村旅游空间发展思路探

索［Ｊ］．云南地理环境研究，２００８（４）．
［２７］邱继勤．试论旅游农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以重庆

市为例［Ｊ］．生产力研究，２００９（２）．
［２８］李艳娜，黄大勇．乡村旅游示范区评价体系与标准研究

［Ｊ］．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２００８（４）．
［２９］李雪花．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人力资本投资探析［Ｊ］．开

发研究，２００８（５）．
［３０］巴芒．三峡库区农业生态旅游经营管理模式选择研究

［Ｊ］．中国市场，２００９（３９）．
［３１］毛勇．乡村旅游产品体系与开发［Ｊ］．中南民族大学学

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９（３）．
［３２］谢欣．乡村旅游的金融支持分析［Ｊ］．江西金融职工大

学学报，２００８（１）．
［３３］许良．西部生态环境建设背景下秦巴山地体育旅游开

发策略［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２００８（１１）．
［３４］潘灿晨．重庆市体育旅游发展的内外环境分析［Ｊ］．商

场现代化，２００８（２）．
［３５］张世威，宋成刚．构建三峡库区“两江四岸”体育旅游

长廊的构想［Ｊ］．体育学刊，２００８（４）．
［３６］张云耀．标志性体育事件成功的要因分析———以环青

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为例［Ｊ］．旅游学刊，２００９（７）．
［３７］赵瑞，姜辽，罗仕伟．渝东南少数民族旅游生态系统循

环机制［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８
（８）．

［３８］李旭东．民族旅游的真实性探索［Ｊ］．桂林旅游高等专
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８（１）．

［３９］笪玲，张述林．国外宗教旅游研究与我国宗教旅游研究
体系构架［Ｊ］．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
（４）．

［４０］田喜洲．论西部古镇旅游资源及开发［Ｊ］．旅游论坛，
２００９（６）．

［４１］管维良，驿道文化．走马古镇的保护、开发与利用［Ｊ］．

重庆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８）．
［４２］黎键斌，杨晓霞．美国发展残疾人旅游的成功经验与启

示［Ｊ］．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８（１）．
［４３］陈楠，张云耀．基于无助理论的残疾人旅游障碍与旅游

参与意图关系研究———结构方程式模型的应用［Ｊ］．
旅游学刊，２００９（９）．

［４４］朱妍，赵毅．重庆开发自驾车旅游产品市场思考［Ｊ］．现
代商贸工业，２００８（８）．

［４５］宋林琳．重庆温泉旅游开发的 ＳＷＯＴ分析及对策［Ｊ］．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８（７）．

［４６］胡传东．旅游者道德弱化行为的推拉因素与形成机制
［Ｊ］．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５）．

［４７］王婷婷．矫正公民旅游失范行为对策探究［Ｊ］．才智，
２００８（７）．

［４８］田喜洲．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接待业员工满意度及其
影响因素实证研究［Ｊ］．软科学，２００９（５）．

［４９］田喜洲．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我国接待业员工满意度
指数研究［Ｊ］．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８（２）．

［５０］田喜洲．积极心理资本及其在旅游业人力资源管理中
的应用［Ｊ］．旅游科学，２００８（２）．

［５１］刘红英．浅谈旅游企业财务核算管理中的一些现象
［Ｊ］．科学咨询，２００８（７）．

［５２］田喜洲．国内外小费研究综述［Ｊ］．当代财经，２００９
（１２）．

［５３］田喜洲．论小费、服务费及服务价格［Ｊ］．价格理论与实
践，２００７（３）．

［５４］田喜洲．旅行社与导游委托代理模型解析［Ｊ］．旅游学
刊，２００９（６）．

［５５］陈雪钧．论酒店品牌资本构成与经营策略［Ｊ］．江苏商
论，２００８（２）．

［５６］陈雪钧．我国饭店集团品牌国际化的障碍及对策研究
［Ｊ］．消费经济，２００８（１０）．

［５７］郑璐，郑亚章．我国旅行社集团化初探［Ｊ］．价格月刊，
２００８（１１）．

［５８］刘芳，乜堪雄．基于价值营销理念的旅行社合作营销模
式探讨［Ｊ］．市场营销导刊，２００８（６）．

（编辑：南　北；校对：杨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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