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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产业研究的主流 

研究的主流： 

×学者型官员（魏小安、戴斌） 

×专家学者（刘德谦、吴必虎、张辉、保继
刚、李天元、王衍用、杨振之） 

实践的主流： 

×大地风景 

×达沃斯巅峰 

×奇创 



中国旅游产业研究的非主流 
 

其他领域主流学派的客串 
 
民间力量的成长（博客和微博为载体） 



×休假式治疗与保护性拆除 

×中国古建筑保护与利用的理念革命 
古建筑是文物的一种，但是古建筑保护有别于文物保护 

古建筑本身是动态记录历史的物化载体，原貌是相对的、动态的 

古建筑的保护修缮应摒弃“修旧如旧”原则，古建筑保护的“原真性”原则 

必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评判。  

对已湮灭但仍有文脉可循的历史建筑，根据需要可以重建， 

历史建筑重建的核心是风貌保护与控制。  

 

 

质疑与独立思考ðð 

    旅游研究与旅游规划的安身立命之本 
 
主流与非主流融合 
    成就中国旅游产业研究的“大江大海” 



中国古建筑保护与利用的出路选择 

 

×根据历史建筑的文化背景，区别选择是否重建。 

×仿古建筑可以成为传承历史信息的载体。 

×采用全息数字技术保存传统的技术、工艺。 

×历史建筑重建的核心是风貌保护与控制。 

×古建筑保护可以采用现代的材料、技术和工艺。 

×历史建筑的重建（扩建）既要保存历史信息，也
要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 

 



“奇石画布”的产生背景 

 

×1、现实的混乱与困惑 

×2、现有评价体系不够直观 

×3、“木桶理论”以及“牛仔与太空人理论”的启
示  

 

一、“奇石画布”旅游资源评价理论 

原载《旅游学刊》，中国人民大学《书刊复印资料》全文收录 



 

×“奇石画布体系”的特点 
     

     增加体验系数  

     评价结果直观化   

×案例：太平湖、黄山、无锡灵山大佛  

 

×关于奇石型旅游资源的开发。 

 

×关于画布型旅游资源的开发。  

×出水芙蓉、平中见奇、无中生有 

“奇石”、“画布” 的核心寓意 

 

 



二、观光旅游的“照相指数”理论 

×首创景区“照相指数”体系的概念，旨在推动构
建一个新的旅游统计、设计与评价的新指标系统，
以促进旅游景区特别是观光旅游景区（包括主题
公园）通过一种直观、科学而有效的方式，把握
市场心理，进一步提高规划、建设、管理与营销
的质效。 

×期待网络社会的表现，让游客用手中的相机参与
到景区照相指数的评价体系当中来，为旅游景区
的规划与提升提供依据，并通过“众包”的形式，
即通过游客“集体智能”的自发力量，以旅游消
费者的名义对景区的旅游产品的开发过程施加更
多的正面影响，更通过“照相传播”（极为重要
的口碑传播形式，也是互联网传播的重要载体）
成为景区的营销者。  



×以消费为导向的后福特社会，越来越重视图像的
运用。人类社会实际已经从以口头传播、文字传
播为主迈入以视觉传播为主的新时代。  

×“照相指数”是评价、提升和营销景区的重要工
具  

          在某种意义上，系统观测、统计游客的照相行为，评价不同景区（点）ð
ðð照相点的使用度、拥挤度、兴奋度、传播度等，比分析景区（点）的资
源禀赋，规划设计师按自身意愿设立景点标志和场地空间变得更为重要。作
为更加贴近市场，直接触及游客内心和传播渠道的科学方法，提出并使用

“照相指数”评价体系的时机已趋成熟。  

×景区“照相指数”的内涵与外延初探  

 最佳照相景点、照相、网络是构建景区照相指数的三大支柱。统计、评价这三
大支柱的组合性，包括游客对照相景点的地点与时间的选择、选择照相景点
的游客类型、游客拍照时的动作、照相点的瞬间游客规模、照片传播的渠道
选择、照片数量及网络反应等，是景区照相指数统计体系的主要因子。 

摄影的民主化、大众摄影时代  

×借助“照相指数”促进景区规划、提升与营销 

峨眉山、“峨眉画不成”、去哪儿  



三、“移动文明”理论 
ðð移动生活：旅游创造人类新文明 

 

×马克思主义观点（生产资料、生产关系）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

义社会 

 

×西方主流观点（生产方式、工作方式） 

    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 

 

×本人对于人类文明的最新认识： 

      游牧文明、定居文明、移动文明 

             （生活方式、人类动物本性） 
 



旅游是人类移动状态下的生活  

 

×1.移动是人类作为动物之人与精神之人的完
美结合。 

            求新猎奇，进而远方崇拜，永远追求，永不满足，是人类移动生

活的永恒动力。  

×2.移动是旅游不可缺少的特性。             

×3.旅游就是生活。 
             旅游（包含休闲、度假），是与日常的静态定居生活相对应，

处于移动状态，因而属于相对动态的生活。 

 



人类移动生活的螺旋式上升  

 

×1.游牧文明社会，人类迁徙活动是低级移动  

×2.农耕文明社会，绝大多数人植物式生存。 

×3.工业文明社会，旅游主体意识激活，旅游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 

×4.后工业文明社会，移动生活“云聚散”改变人类文明形
态。 

            农耕文明社会，第一产业是根本；工业文明社会，第二产业是核心；后
工业文明的显著特征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退居次席，第三产业占据重要位
置，作为现代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龙头，旅游业方兴未艾，成为世界第一大
产业和最具活力的朝阳产业。移动文明将因此正式登上人类舞台。 

            随着工业文明促成的大众旅游进一步深入和提升，因谋求规模化的城市
化而形成的人类聚集方式，未来完全可能被人类的旅游行为所改变，形成以
旅游为基础的移动生活“云聚散”（城市聚集的外形不变，但人的聚散将不
再主要是源于工作与生产也即谋生，而是主要源于旅游移动生活），成为人

类回归自然、与本能最和谐的生活方式。   



旅游提升人类未来移动生活  

    

    1.人类思想及文明的演进。 

    2.人类将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和闲暇时间。 
         从全社会看，至少应达到占全年的十分之一以上，一个国家或社会

开始进入移动时代，然后将逐步超过定居生活的比重。  

    3.人口增长、全球化、国际化将进一步促
进移动生活。 



移动生活成为常态生活的划时代意义  

 

×1.移动生活成为常态生活，人人享有触摸世界、
感知世界的权利与机会。 旅游是基本人权。 

×2.旅游作为未来人类最主要的移动生活方式，必
将受到人们更大程度的关注和研究。 旅游学。 

×3.旅游业成为全社会最大和最重要的行业。 

×4.未来的政治、社会生活将呈现移动文明的特征。 



托夫勒与《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 

 

后工业文明尚不具备确定的文明特征 

候鸟式旅游 

旅居社会 

“移动文明”的雏形 

固定电话与移动电话 
             

             非洲大草原迁徙中的动物一定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食物和水源。人类的
移动时代也一定会到来，也许会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某一天，不知不觉中
走近我们身边。生活是美好的，未来的移动生活，一定会更加美好！  



你的幸福与旅游有关 

你的文明程度与旅游消费有关 

×关于“旅游恩格尔系数” 

四、ñ旅游恩格尔系数”理论 

            ——“移动文明”的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
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和67.7%分别下降到
2007年的30.5%和40.8%。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
数的大小，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设定了一个划
分标准，即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
％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
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裕；20
％以下为极其富裕。 

 

×    然而，既然“20%以下为极其富裕”，也就是
说，只要恩格尔系数降到20%以下，恩格尔系数
就难以进一步反映出家庭或社会、国家的文明发
达程度。  



×从富裕走向文明 

 （民以食为天，民以乐为本） 

×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 

×新周刊，中国人的十大梦想 

×驴友、王石、李嘉诚 

×德国、日本、美国、俄罗斯 

×东亚经济起飞与民主化的顺序 

×北上广 

×从幸福指数看创设旅游恩格尔系数必要性 

 《广东省旅游发展纲要》研讨会 
            恩格尔系数在上个世纪从国外来到中国，在新的世纪，在正在逐

步到来的后工业化时代，尽管任重道远，我们也理应以中国起点、国
际眼光的“旅游恩格尔系数”回馈世界。 

 



×国务院41号文件 

 

沾沾自喜与目光短浅 

旅游与休闲 

旅游与文化 

 

×旅游业的上位 



 

   



三个案例，三条自己的发展路径: 

 

×   天津中央商旅休闲区（欧洲老城天津版） 

×   中越德天国际瀑布城 

×   “东亚地中海”与海南国际旅游岛 



把你气体一般的灵感，转变成固体的思想   
 
    与全行业、全社会分享éé 

 
       《中国旅游报》将是你信息与思想传播的平台 
 
合作双赢，共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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