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绪论第一章

【学习目标】

1. 了解旅游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 熟悉旅游经济学的源流及其研究对象和任务。

3. 掌握旅游经济学的特点及其研究内容和方法。

【能力目标】

1. 了解唯物辩证方法并能够用于认识社会经济活动。

2. 熟悉旅游经济学资料的来源，能够自行查找相关资料。

3. 掌握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式学习的方法。

【思政目标】

1. 了解旅游经济的历史性，培养唯物史观。

2. 熟悉旅游经济学的应用价值，培养职业自信。

3. 能够运用唯物辩证法去认识和分析社会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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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

【导入案例】

旅游经济的兴起

旅游经济学研究旅游经济活动，而旅游经济最先在欧洲兴起。近代欧洲最先

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尤其是欧洲西南部的

国家经济相对发达，居民的富裕程度较高，具备出行旅游的条件；欧洲国家面积

偏小，资源相对贫瘠，导致了各国交流的频繁，也形成了各地人群流动性强的特

点；大航海时代的兴起，极大地增强了欧洲人探索、求奇的意识，令其对自己未

知的领域总是充满好奇心。欧洲各国有许多实体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留，从建筑

到历史物件，不单单局限于山水风景的欣赏，这强力地区分了各地的差异度，使

人们旅游的兴趣得以维系和增强，不至于产生审美疲劳。各国服务业也较为完善，

有许多为游客和旅游服务的产业，特别是濒临大西洋的西欧国家，拥有非常好的

出行便利。

问题：

1. 旅游经济学与旅游业发展是什么关系？

2. 为什么旅游业产生于近代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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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旅游经济活动

一、旅游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一）旅游经济的形成过程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部门，旅游经济形成和发展依赖于旅游业。旅游业

则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

善和提高，以及人们对旅游需求的不断增加，而逐步从商业中分化出来，形成第

三产业中具有综合性带动效应的“龙头”产业。旅游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

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 旅游经济的萌芽阶段

旅游经济是在旅游活动有了一定的发展，并具备一定物质条件的前提下才产

生的一种社会经济活动。因此，旅游经济产生于旅游活动的发展，而旅游活动可

追溯到人类社会的初期。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特别

是自然环境变化所引起的各种灾害及民族部落之间的械斗，使人类不得不为了生

存而发生经常性的空间迁徙活动。尽管这种为生存而进行的空间迁徙并不是旅游，

甚至也不是旅行，但其事实上已蕴含旅游活动最基本的雏形。从原始社会、奴隶

社会到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社会分工，促

进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又促进了生产发展和剩

余产品的增加，产生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以及市场空间的不断扩大和商品交换活动范围的拓展，于是以商品生产、

商品交换及各种商业活动为中心的旅游活动就产生了。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旅游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相适

应，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形式。例如，古希腊的朝拜和祭祀、马可·波罗的出游、

阿拉伯民族的经商往来、孔子周游列国、玄奘西域取经、郑和七下西洋、徐霞客

遍游中华大地等，为旅游经济的产生打下了基础。但是，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尚

不发达，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还不能促使旅游活动商品化，因而旅游活动最终没

有成为一种商品化的社会活动，而仅仅是孕育了旅游经济。

2. 旅游经济的形成阶段

旅游经济的形成是旅游活动向商品化发展的过程。从旅游经济的发展历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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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主要发端于 18 世纪的产业革命。机器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形成了以

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促使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促进了资本主义

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迅速发展，从而为旅游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与经济条件。

产业革命促进了生产手段，尤其是交通运输工具的改善，不仅使社会化大生

产的规模扩大、市场空间范围扩展，而且汽轮、火车的产生为人们有目的的大规

模、远距离旅游活动提供了便利的物质技术条件。例如，美国于 1807 年开辟汽船

内河定期客运航班，紧接着欧洲许多国家相继开设了蒸汽客轮经营服务；英国于

1830 年在利物浦到曼彻斯特之间开设了火车客运服务，到 1890 年，已吸引了近 

20 万国内外旅游者。

产业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了迅

速的提高。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兴旺，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和改善，这就为

旅游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大量的社会需求。于是，伴随着人们可支配收入的

增加、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以及工厂化制度的建立，旅游活动逐渐成为人们物

质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从而为旅游经济的形成提供了需求前提和经济条件。

在产业革命为旅游经济的产生奠定物质技术基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为

旅游经济的形成创造大量需求的同时，各种专门从事旅游服务机构的建立，标志

着旅游经济的产生和形成。特别是 1845 年，英国的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

成立了第一家包括食、住、行、游等旅游活动在内的旅行社，开创了有组织地提

供旅游活动的各种专门性服务，从而促进了旅游活动的商品化进程。以后，诸如

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交通等各种以经营旅游业务为主的企业纷纷建立。各种

旅游住宿、餐饮接待设施不断建设和完善，从而使旅游活动发展成为一种商品化

的经济活动，逐渐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旅

游经济就正式形成了。

3. 旅游经济的发展阶段

旅游经济虽然形成于 19 世纪中叶，但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才进入一个快

速发展时期。21 世纪，旅游业已成为世界经济中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产业之一，

旅游经济的产业化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a

a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 . 世界旅游经济趋势报告（2020）[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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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旅游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看，2019 年，全球旅游总人次（包括境内旅

游人次和入境旅游人次）为 123.1 亿人次，较上年增长 4.6%，远远超过了世界经

济 2.3% 的平均增长速度。

从世界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看，2019 年，全球旅游总收入（包括境内旅

游收入和入境旅游收入）为 5.8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 GDP（国内生产总值）的

6.7%。

从世界旅游业吸纳就业人员看，到 2020 年，全球旅游产业能够提供 3 亿个工

作岗位，占全球就业总量的 9.20%。

从世界旅游业的地位看，其在国民经济中是一个综合带动效应较强的产业，

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增加更多的间接收入，并带

动旅游目的地国家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由于旅游经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增值、高就业、高效益的新兴产

业，因而旅游业在世界经济及各国经济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许多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仅积极推进旅游经济的产业化进程，而且都把旅游业作为

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积极扶持和发展。

（二）旅游经济的发展特点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旅游经济的发展过程，具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1. 旅游经济活动的大众化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旅游活动不再是以少数富有者为主的活动，而是一种

面向人民群众的社会经济活动。特别是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人们可

支配收入的不断增加，以及工作时间的缩短，许多人不仅具备了旅游消费的能力，

而且具备了外出旅游的时间条件和交通运输条件，从而推动了旅游活动的大众化。

而旅游活动的大众化发展，创造了大量的旅游需求，又促进了旅游资源的开发和

旅游接待设施的建设，为旅游者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旅游条件和旅游服务，从而促

使旅游经济活动又进一步向大众化普及和发展。

2. 旅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

旅游经济活动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旅游或近距离旅游，而是打破了地域、疆

域的界限，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经济活动。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通信技术和手段的现代化，促进了交通运输条件（尤其是

民用航空）的显著改善，使人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少的经济支出周游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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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地，获得更高的旅游需求的满足。同时，旅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发展，又增

进了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及人民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为推进全球化的旅游活动创

造了更好的条件。

3. 旅游经济活动的规范化

旅游经济活动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有组织的规范化旅游模式。

无论是国际旅游还是国内旅游，通常都是由旅行社作为主要的组织者，依托各类

旅游企业和旅游风景区，按照预定的旅游线路、活动内容和时间，提供综合性的

旅游服务，满足旅游者多方面的需求。而旅游者只需承担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尽情

地享受旅游的愉悦，不用再为旅游活动中的食、住、行等问题操心。正是旅游经

济活动的规范化发展，才推动了旅游经济活动的大众化和全球化发展，促使现代

旅游业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

4. 旅游经济发展的持续化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整个世界旅游经济的发展盛况空前，始终保持着较高的

增长率并经久不衰。虽然世界旅游业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12.6% 的增长率下降到

90 年代初的 8.1%，但同世界经济及世界工业的增长率比较，始终保持着一种高速

发展的态势。a同时，旅游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

显著的提高，旅游活动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们的一种经

常性活动。此外，随着旅游经济活动的广泛开展，人们更加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

更加重视对环境污染的治理，以谋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融为一个

和谐的整体，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化发展。

（三）旅游经济产业化的标志

通过以上对旅游经济的形成过程及发展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旅游经济的形

成和发展具有四个显著的特征：①旅游经济是派生的，是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

人民生活需要的扩大而逐渐从商业中派生出来的。②旅游经济是相对独立的产业，

有相对集中的旅游需求和供给，并形成相对独立的市场结构和生产经营体系，具

有独立的分工领域。③旅游经济是以服务为主的，即旅游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是同

时进行的，因而旅游经济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④旅游经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已形成了自己的主体部门和产业结构体系，具备了成为一个经济产业的基础。根

a  张朝明 . 论旅游经济的形成及发展 [J]. 合作经济与科技，2013（1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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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上分析，旅游经济已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产业经济，旅游经济产业化的具体

标志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旅游消费需求的集中化

根据经济理论分析，工业化的推进不仅使物质生产获得很大的发展，而且促

使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并使需求结构发生很

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人们从注重物质生活的需求向注重精神方面满足的转变，

旅游活动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有关研究表明，当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达到 300 美元时，人们即产生旅游需求；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 000 美

元时，人们即产生邻国旅游需求；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3 000 美元以上时，人们

即产生远距离的国际旅游需求。可见，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活条件

的改善，人们对于休闲、娱乐、观光、游览、度假等旅游需求日益增长，从而为

旅游经济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市场需求。

2. 旅游生产供给的专业化

伴随着旅游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旅游业逐渐从商业服务业中分化出来，形

成以旅游经济活动为中心，根据旅游者需求，把多个企业和行业集合起来，向旅

游者提供食、住、行、游、购、娱等综合性服务的新兴产业。而这些专门经营旅

游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尤其是旅行社、旅游饭店和旅游交通，不仅对旅游产业的

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成为旅游经济的三大支柱，标志着旅游经

济的成熟。

（1）旅行社。旅行社是指依法成立并具有法人资格，在旅游经济活动中招揽、

接待旅游者，组织旅游活动，获取经济收入，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旅游企

业。旅行社在旅游业内部各行业部门中发挥着“龙头”作用，既是旅游产品的生

产者，又是旅游产品的营销者，通过自己的活动把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连接起来，

促使旅游经济活动有效进行。

（2）旅游饭店。旅游饭店是为旅游者提供旅游住宿、餐饮、娱乐和其他服

务的旅游企业。旅游饭店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旅游业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是否发达的标志。旅游饭店的数量、规模、档

次和服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的发展规模

和水平。

（3）旅游交通。旅游交通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发达的现代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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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业，就不可能有发达的现代旅游业。因此，旅游交通和食、住、游、购、娱等

共同构成综合性旅游产品，提供给旅游者消费，并保证旅游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

3. 旅游经济运行的规范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旅游经济的运行实质上就是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之间的

旅游产品交换过程，它包括旅游产品的购买与销售两个对立统一的活动过程。一

方面，旅游者通过支付一定的货币而购买旅游产品，以获得旅游活动中的各种体

验和享受；另一方面，旅游经营者将旅游产品销售给旅游者，以获取一定的经济

收入。由于旅游产品是一种以服务为主的产品，因而旅游产品的构成要素可以多

次重复使用和提供，从而形成了在旅游经济运行过程中，以旅行社为主对各种旅

游产品要素进行有机组合，提供给旅游者的经济现象。而以旅行社为主的经营活

动，促进了旅游经济运行的规范化，促使旅游经济产业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并有效

地运行，从而促进旅游业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产业的发育和成熟。

二、旅游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旅游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要求各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而每一

个经济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则取决于其本身的性质、规模和运行状况。

旅游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旅游业的性质、发展规模及运行状况。

从旅游业的性质看，旅游业是一个以提供服务为主的综合性服务行业。通过

为人们提供食、住、行、游、购、娱等各种服务，旅游业不仅为物质资料生产部

门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即满足人们对基本生活

和精神生活的需求，而且是社会总产品实现的重要环节，促使社会产品和社会劳

动进行合理分配，并不断创造新的需求。

从旅游业的发展规模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业

的规模不断扩大。这是因为，人们的消费水平是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的。

随着人们经济收入的增多，用于精神需求、满足享乐方面的开支就相对增加，从

而促进以满足人们精神、享乐需求为主的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规模也不断扩大，

进而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从旅游业的运行状况看，旅游业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总潮流，与发展

“绿色产业”相适应，而且旅游业是一种“朝阳产业”，正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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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旅游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当今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同时也是旅游经济

发达的国家。

（二）旅游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旅游经济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相

关产业的带动、经济结构的改善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增加外汇收入

任何国家要推进对外经济合作，都必须扩大外汇收入。而扩大外汇收入，一

是通过对外贸易获得贸易外汇收入，二是通过非贸易途径获得非贸易外汇收入。 

在当今世界贸易竞争激烈、关税壁垒林立的背景下，旅游业作为非贸易外汇收入

的来源渠道，作用非常突出，因为旅游业是一个开放性的国际产业，旅游经济的

发展，能吸引国际闲置资金投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改善对外经济关系，而且

通过发展旅游业，吸引国外大量旅游者入境旅游，从而增加非贸易外汇收入。因

此，人们通常把旅游创汇称为“无形出口”收入。特别是由于旅游业创汇能力强、

换汇成本低，又不受各国税制限制，因而其已成为各国创汇的重要手段。

2. 扩大就业机会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服务行业，能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因为旅游业

本身就是包含多种服务内容的产业，并且许多服务项目难以用现代技术手段取代

人力，所以旅游业所需的就业人数相对于其他产业要多得多；再加上旅游业的带

动作用较强，除了自身迅速发展外，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相关产业的

就业，从而为社会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

3. 带动相关产业

旅游业虽然是一个非物质生产部门，但它的关联带动功能较强，不仅能带动

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而且能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必须

建立在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之上，没有一定水平的物质生产条件，就不可能为旅

游业发展提供基础，因此发展旅游业能够促进各种物质产品生产的发展。另一方

面，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综合性产业，其发展与其他行业密切相关，它

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交通运输、商业服务、建筑业、邮电、金融、地产、外贸、

轻纺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4. 促进贫困地区脱贫

贫困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巨大难题，世界许多国家都十分关注并提出许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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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的对策及措施。从实际上看，贫困地区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欠发达

地区，但同时也多是旅游资源富集地区。因此，通过开发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大

力发展旅游业，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富集的特点，开发特色鲜

明、品位较高的旅游产品，而且能够通过旅游开发及旅游业发展，带动贫困地区

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加快贫困地区的综合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旅游经济的其他作用和影响

旅游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具有作用和影响，而且对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具有相应的作用和影响。

1. 旅游经济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

旅游经济发展对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推动社会文化的交流。

大规模的旅游经济活动，使社会信息得到充分的交流，从而传播了现代文明，促

进了各种社会关系的协调及进步。即使是一些非常落后的国家，也会因旅游经济

发展的影响而不得不打破陈腐的观念及限制，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接受现代文

明的洗礼。②引发价值观念的变化。外国旅游者进入旅游接待国，引起旅游接待

国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的变化，如对生活方式的看法、对人生价值标准的转变等。

③引起社会结构的改变。旅游活动会引起旅游接待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由

于旅游业收入较高、女性就业率较高等特点，旅游接待国的就业结构发生相应变

化。④引起社会环境的改善。例如在交通条件、住宿设施、餐饮特色，乃至个人

安全等方面，旅游接待国必须加以改善，才能满足国际旅游者的需求。

但是，旅游经济的发展对旅游接待国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社会影响。例如，

旅游业把过多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旅游条件提供给国外旅游者消费，会使国内人

民产生不平等的社会心理，而国外旅游者的挥霍消费，把富裕展现于贫穷之中，

造成人们价值准则的失衡和心理压力的加大；国外一些不健康的思想、行为的渗

入，会引起一些令人不满的社会行为等。总之，旅游经济发展对旅游接待国的社

会影响是多方面的，有些是可见的、外在的，但有些则是潜移默化的；有些是积

极的，也有些是消极的。因此，要注意分析和研究，制订正确的对策措施，促使

旅游业健康地发展。

2. 旅游经济对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前提的，其内容随社会物质

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具有很大的内涵性，以至有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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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文化的变迁。因此，旅游经济的发展必然与文化产生密切的关联。一方面，

旅游经济活动中的各个过程及内容，无一不是与文化的接触，以至于有旅游就必

然有文化，文化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旅游活动是一种流动的活动，

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交流的过程，旅游者的流动，就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及民

族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而旅游经济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世界各

个民族文化频繁交流的过程。

旅游经济对文化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唤起民族文化自豪感。旅游经济的发展促使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

发掘、振兴和光大。在旅游经济活动中，旅游者向往的是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它

是各国发展旅游业必须珍惜并充分利用的旅游资源。许多趋向于衰退和消失的优

秀民族文化，只有在旅游的发展中才能复活并得到振兴和发展。

（2）强化传统文化。旅游经济活动是推动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最广泛、最深

刻的方式。在旅游中，通过各种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及语言的广泛交流，民族

文化的精华得到锤炼、保留及发扬，从而使各民族文化的个性更加突出，增强了

民族文化特色对旅游者的吸引力。

（3）推动国际文化交流。旅游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旅游经济活动促使各国人民具有国际观念和开放意识，增强了人们对经济、改革

与发展的紧迫感，加深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及友谊，促进了国家之间的文

化交流，从而促进了整个世界文明的进步。

但是，旅游经济发展对文化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大量外国旅游者

的到来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可能使优秀珍贵的民族文化蜕变甚至消退，可能带来

一些腐朽的生活方式，从而使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受到冲击；另一方面，为适应

旅游经济发展的要求，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内容会变成一种商业性的娱乐内容，

从而失去其原有文化蕴含的特色，并促使一些优秀民族文化的本质发生改变。因

此，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必须对民族文化进行保护，以促使民族文化的特色

及精华随旅游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3. 旅游经济对环境的作用和影响

旅游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促使各国重视对旅游资源及生

态环境的保护，以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例如，国际、国内进行的各种世界遗

产保护，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历史文物的评级和保护，既保护了人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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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生存环境和优秀文化遗产，又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但是，

旅游业的发展也引起了一系列生态破坏、环境恶化的情况。例如，泰国著名旅

游风景区帕塔亚海滩，曾是诗一般的秀丽，而今充斥着游客丢下的各种垃圾，

大量的排泄物使海水也受到污染；世界登山胜地喜马拉雅山，由于大量登山者

的光顾，而失去昔日“纯洁”的形象；埃及的金字塔及狮身人面像，在许多游

客的不文明行为下正经受着侵蚀性的破坏；中国的故宫博物院由于数以万计的

游客参观和游览，宫墙受损，各种走道、门槛变得坑坑洼洼；一些原始森林因

旅游开发而遭到破坏……总之，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它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影

响也是十分严重的。

因此，发展旅游经济必须和保护环境协调起来。通过对环境的保护，为发展

旅游业创造更好的条件；通过发展旅游业，改善环境，提升环境的美感，从而把

发展旅游经济和保护旅游资源、旅游环境有机地统一起来，达到既发展旅游经济

又保护环境的目的，真正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节  旅游经济学源流

旅游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为指导，研究旅游经济活动中

各种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科学。旅游经济学率先在

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兴起，然后向世界范围内的发达国家推

广，进而在新兴工业国家发展，最终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

一、旅游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

现代旅游经济是在 18 世纪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

础上，随着 19 世纪旅游活动的进一步商品化而逐渐形成的。现代

旅游经济学是伴随着旅游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对旅游经济实践活

动进行一系列研究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从现代旅游经济学的

形成及发展过程来看，其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旅游经济学的萌芽

19 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旅游活动迅速开展，旅游业开始成为新兴产业，从

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开始对旅游经济问题进行研究。

扩展阅读 1.1

视频 1.1

为什么要学习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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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 年，苏黎世首次发布了有关旅馆业的规定；1885 年，法国学者 A. 巴博

出版了《从文艺复兴到大革命以来在法国的旅游者》的经济史著作；1896 年，苏

黎世的 A.J. 弗朗莱发表了题为《关于旅游者支出的统计》的文章；1899 年，意大

利国家统计局局长博迪奥发表了题为《外国人在意大利的流动及花费》的文章；

1903 年，西班牙的 M.B. 阿蒙佳尔发表了题为《外国人的产业》的论文；1909 年，

西班牙的贝兰伯爵发表了题为《西班牙发展旅游业所带来的收益》的文章；1911 年，

瑞士人斯拉登奥芬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旅游业是为外国人提供游览需求的经济活

动；1923 年，意大利的尼切福罗发表了题为《外国人在意大利的流动情况》的论

文；1926 年，贝尼尼发表了题为《关于旅游者流动计算方法的改进》的论文。正

是早期这些有关旅游经济的研究和发表的论文，揭开了现代旅游经济学研究的序

幕，为现代旅游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旅游经济学的形成

1927 年，意大利罗马大学的教授马里奥蒂出版了《旅游经济讲义》，次年他又

出版了该书的续编，首次对旅游经济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从经济学的角

度对旅游活动的形式、结构和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明确了旅游活动属于经济性

质的社会现象，标志着现代旅游经济学的形成。

在这一阶段，还有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现代旅游经济学的

性质、作用和内容进行了研究。1927 年，法国的 L. 奥夏在《致国家经济委员会的

报告》中宣称：“从前，旅游业是一种个人旅行得好的艺术。今天，它已经成为对

旅行者接待好的国家产业。由此可知，旅游已从个人或集体的消遣领域全面地转

变为总的经济领域。”1933 年，法国的莫日内在她的学术论文《有利于旅游业的集

体行动》中写道：“旅游业对经济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它是母产业，是具有关键性

的产业。旅游业的发展在国家繁荣中不是孤立的因素，它影响到国家活动的各个

部门，使这些部门增加收益。”1933 年，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 F.W. 欧

吉尔维在其出版的《旅游活动：一门经济学科》书中阐述了旅游需求和旅游消费

的理论。1935 年，德国柏林商业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格里克思曼出版了《一般旅

游论》一书，不仅从经济学角度，而且从社会学角度对旅游经济的发展进行了研

究。1942 年，瑞士圣加伦大学的克拉普夫和伯尔尼大学的汉泽克尔出版了《旅游

学总论》一书，提出旅游现象涉及社会经济的多个方面，需要从多学科角度进行

研究等新的观点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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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这一阶段的旅游经济研究中，国外学者普遍认识到发展旅游业可以

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因此重点探讨和研究了旅游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从

不同角度对旅游经济的有关内容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促进了旅游经济学的

形成，并为现代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影响，这一阶段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一度停滞不前。

（三）旅游经济学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呈现迅速发展的态势，在第

一、第二产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第三产业也随之得到迅速发展，而第三产业中

的旅游业也逐渐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为了满足旅游业快速发展的需

要，欧美许多国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旅游经济管理院校，并开设了旅游经济、旅

游管理等学科，对旅游业所需要的人才进行培养。同时，为了适应旅游经济发展

和旅游教学的需要，欧美国家的一些学者、专家在总结世界旅游经济及本国旅游

业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对旅游经济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发表

和出版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论文与著作，对促进现代旅游经济学和世界旅游经济

的发展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为构建旅游经济学学科理论和体系奠定了一定的

基础。

从 1969 年美国迈克尔·彼德斯出版的《国际旅游业》、1972 年美国巴雷特热

和德勒尔特合著出版的《旅游业的经济概貌》、1974 年英国博卡特和梅德里克合著

出版的《旅游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975 年世界旅游组织出版的《国际旅游业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1976 年西班牙旅游研究院出版的《西班牙旅游经

济投入 - 产出表》、1978 年南斯拉夫翁科维奇出版的《旅游经济学》，到 1979 年巴

雷特出版的《旅游需求论》和法布尔出版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旅游业和合作项

目》等重要著作，全面、系统地对旅游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研究，丰

富与发展了现代旅游经济学的内容。尤其是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翁科维奇教

授的《旅游经济学》一书，运用科学的理论分析方法和全面丰富的数据资料，对

现代旅游经济学的理论展开了全面阐述，对旅游市场的特点和旅游接待国的政策

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预测了现代国际旅游业的发展趋势，翁科维奇教授的《旅游

经济学》一书成为具有较广泛代表性和较大影响力的现代旅游经济学教材。

随着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世界

各国有关旅游经济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大批涌现。20 世纪 90 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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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了针对 21 世纪国际旅游业发展研究的高潮。近 20 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

游需求和供给、旅游市场和游客流动规律、旅游目的地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旅

游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空间分布、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开发、旅游业投入 - 产

出分析、旅游乘数效应、旅游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经济政策与旅游产业发展、国

际区域旅游分工与合作、旅游经济分析与决策、旅游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发展

中国家旅游经济战略等方面。对上述研究领域所进行的大量分析和探索，促进了

现代旅游经济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也不断构建了现代旅游经济学的学科

体系。

二、中国旅游经济学的演进

与国际旅游业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起步较晚。

虽然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就已有经济学者对旅游经济的性

质、作用等问题进行过探讨，但由于当时中国旅游尚未形成产业，

受当时旅游发展水平的限制，无法对旅游活动做深入的研究。

中国的旅游经济研究是随着改革开放而逐步开展起来的。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推行，旅游业从无

到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为旅游经济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使中国旅游经济理论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不断扩展。由于中国发展旅游业的特

殊背景，对旅游经济的研究首先是从旅游的经济影响切入的，且在很长一段时间，

旅游经济的研究主导并替代了对旅游现象的综合研究。同时由于培养人才的迫切

要求，中国旅游经济研究是从教材建设开始的。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力推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

并为旅游经济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对旅游经济问题的研究迅速开展，并取

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于光远先生的提议下，1979 年，全国经济科学规划会议

将旅游经济学列入国家经济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序列。1980 年，第一次全国旅游

经济座谈会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旅游经济学，以适应旅游业和旅游教育事业

的发展。1980 年，沈杰飞与吴志宏合写的《建立适合我国实际的旅游经济学科》

的论文（《社会科学》1980 年第 6 期）在介绍国外旅游经济理论研究发展现状的

基础上，从建立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出发，对旅游经济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1982 年，王立纲、刘世杰出版了《中国旅游经济学》，提出了

扩展阅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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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的一些基本范畴，对中国旅游发展道路、中国旅游业的基本性质以及旅

游资源开发等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特别是 1987 年，著名经济学家孙尚清主持

的“中国旅游发展战略研究”重大课题，提出了中国旅游业“适度超前发展”的

战略，把中国旅游经济的研究从理论推向实践。此后，以黄辉实（1985，1990）、

林南枝和陶汉军（1986，1994，2000）、陈纲（1987）、张汝昌（1990）、张辉

（1991）、罗明义（1994）、王大悟和魏小安（1998）、邹树梅（1998，2001）、都

家（1999）、沈桂林（2002）、田里（2002）、孙厚琴（2003）、王友明（2006）、

吕宛青（2009）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分别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旅游经济学”

教材。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旅游业迅速反应并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大，旅游

经济学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93 年，魏小安与冯宗苏主编的《中国旅游业：

产业政策与协调发展》一书，从制定旅游产业政策角度论述了我国旅游经济的诸

多方面结构。1993 年，云南大学旅游系主持了“云南旅游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率

先提出把旅游业作为云南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来培育和建设，进一步推动了旅游

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研究与发展，对旅游经济实践活动进行一系列研究而产生

了一门新兴学科。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伴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经济的实践总结和

理论研究进入高潮，各种旅游经济学著作和研究论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不

仅为快速发展的旅游业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迅速发展的旅游教育和研究提供了

丰富的参考资料，为旅游经济学教材的完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内容，从而

推动了现代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的旅游经济学研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可以取得更多的进展。

三、旅游经济学的性质

旅游现象指由旅游活动（包括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产业活动）在一定地域和时

间之内所引发的具有一定规模、强度、持续性和典型特征的旅游宏观表征，通常

以旅游流的运动为导引，以旅游产业的勃兴为呼应，内容涉及一个地区的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环境诸多领域的复杂变化与整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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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旅游现象性质的认识存在两种倾向，即旅游经济倾向和旅游文化倾

向。旅游经济论者多支持经济说、消费说、商品经济发展产物说，主要将旅游活

动定性为经济活动或消费活动。旅游文化论者多支持文化说、审美说、娱乐说、

休闲说、生活方式说等，将旅游活动定性为一种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娱乐活动、

休闲活动或生活方式。因此，旅游经济学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

（一）旅游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

旅游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指导，并在经济学基础上所产生的一门

应用性学科。旅游经济学针对旅游经济活动中的一系列现象以及矛盾展开研究，

揭示旅游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其作用的条件、范围及表现形式，从而指导旅游经济

健康地发展。旅游经济学有较明显的应用性特征，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范畴。

（二）旅游经济学是一门产业经济学科

旅游经济学本质上属于产业经济学的范畴。产业经济学专门针对某一经济领

域的活动进行研究，从而揭示该领域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旅游经济学作为一门

产业经济学科，是专门研究旅游经济活动过程中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的内在关

系，揭示旅游经济活动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及固有规律，以促进旅游产业健康、持

续地发展的科学。

（三）旅游经济学是一门边缘性学科

由于旅游经济活动的综合性特点，对旅游经济的研究不仅要以经济学、旅

游学的理论为指导，还必须借助各种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成果来丰富旅游经济学

的研究内容。例如，充分运用心理学、地理学、资源学、社会学、统计学、市

场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综合考察旅游活动在经济领域中的各种反映，进一

步加深对旅游经济内在规律及其运行机制的认识，以更好地掌握旅游经济学

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与其他学科相比较，旅游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性 

学科。

（四）旅游经济学是旅游管理专业的基础学科

旅游经济学是旅游管理专业的基础学科，但又不同于旅游学和旅游管理学。

旅游学是研究旅游活动产生、发展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揭示旅游活动

的内在性质、特点及发展趋势；而旅游经济学则是在旅游学理论的基础上，揭示

旅游活动在经济领域中所发生的矛盾运动、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旅游

管理学则又是在旅游经济学的指导下，研究旅游活动和旅游经济活动的合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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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运行及科学管理，以提高旅游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和效益的

学科。因此，旅游学实际上是旅游经济学的基础，为旅游经济学

提供旅游活动的规律；而旅游管理学则是旅游经济学的延伸，是

针对旅游经济运行过程所进行的管理活动的研究。

第三节  旅游经济学的研究

一、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各学科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各学科自身所具有的矛盾规律的不同。

所以，学科自身的矛盾规律决定了各学科的研究对象。在旅游经济活动过程中，

总是存在着旅游活动所引起的旅游需求与旅游供给这一主要矛盾及由此而产生的

各种矛盾。旅游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些矛盾，揭示旅游经济活动的内

在规律及其运行机制，以有效地指导旅游实践，促进旅游业持续、协调地发展。

因此，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任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揭示旅游经济的形成过程及规律

旅游活动从其产生开始，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它并非生来就是商

品。旅游活动成为商品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和

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而形成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

果。也就是说，旅游经济活动是在旅游活动的基础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形成

的。因此，旅游经济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分析旅游经济的形成条件，揭示旅游

活动的商品化过程及其客观规律，分析旅游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

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

（二）分析旅游经济运行的机制及实现条件

贯穿于整个旅游经济运行过程的主要矛盾是旅游需求与旅游供给，它决定和

影响着旅游经济运行中的其他一切矛盾。因此，旅游经济学要将旅游需求和旅游

供给的形成、变化及矛盾作为研究切入点，去揭示旅游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及运

行机制，分析旅游市场供求平衡的实现条件，分析影响旅游经济运行机制的各种

因素及其变化，为旅游经济有效运行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三）研究旅游经济活动利益相关者的行为

在旅游经济活动过程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如旅游者、旅游企业、旅游目

扩展阅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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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政府等）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就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旅游经济运行实

际就是各利益相关者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博弈，所以旅游经济学要研究

旅游经济活动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首先是旅游者在旅游消费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

最大化的研究，其次是旅游企业通过经营活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研究，最后

是旅游目的地政府通过旅游经济结构优化和宏观调控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研究。

（四）确定旅游经济的地位及发展条件

旅游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旅游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以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同时旅游经济的发展又

对社会经济、文化及环境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旅游经济学必须研究旅

游经济与社会经济各产业、部门间的相互联系，研究旅游经济对文化和生态环境

的作用与影响，以便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为旅游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从而

促进旅游经济健康、快速、持续地发展。

二、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对旅游经济活动过程中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进行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

分析旅游经济活动中利益相关者如何在现实约束条件下作出最优选择以谋求自身

利益最大化，揭示影响和作用于旅游经济活动的基本因素与经济关系，探索旅游

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和规律性，并为各级政府制定旅游业发展规划及方针、政策

和法规提供理论依据。在上述研究目的的基础上，现代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涉

及以下几方面。

（一）旅游消费

旅游消费是旅游者行为，是最基本、最普遍的旅游经济现象，是旅游经济活

动的重要环节。由于旅游产品的特殊性，旅游消费直接表现为旅游经济活动过程

中的现实消费，因此，必须研究影响旅游消费的各种因素，研究旅游者的消费倾

向、结构和趋势，探寻旅游消费的合理化途径，以实现旅游者消费的最大满足。

（二）旅游产品开发

现代旅游消费的标的物是旅游产品，由于旅游产品具有不同于其他物质产品

的属性和特点，因而必须首先研究旅游产品的科学含义及构成，把握旅游产品的

市场生命周期，然后根据旅游产品的市场供求状况及影响因素，以及旅游供求弹

性的不同特点，制定合理的旅游产品开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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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游需求及客源市场开拓

现代旅游经济活动是以旅游产品的需求为出发点的，所以要研究旅游需求的

含义、特点和影响因素，探索其规律。要在对旅游需求深度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旅

游客源市场的开拓。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

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

持胸怀天下”“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旅游需求就是人民愿望的具体内

容之一。一定要把握好旅游需求的时代性，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求。

（四）旅游市场

旅游产品的交易离不开旅游市场，旅游需求与旅游供给都在旅游市场上实现。

因此，必须加强对现代旅游市场的研究，掌握不同分类市场的特点及竞争态势；

尊重现代旅游市场竞争规律的要求，制定规范旅游市场主体行为及旅游市场正常

运行的法律法规。

（五）旅游企业和旅游产业

旅游企业是旅游市场上的另一个主体，是旅游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利益相关

者之一。作为旅游产品的供给者，旅游企业通过自己的经营活动来满足旅游消费

者的需求。旅游企业集合而成旅游产业，旅游产业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

变化的新时代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必须通过产业升级来更好地发挥其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的功能。

（六）旅游经济运行与调控

现代旅游经济活动是一种包括微观旅游经济和宏观旅游经济的活动，其不

仅涉及微观旅游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和决策，还涉及整个宏观旅游经济的运行

和调控。旅游目的地政府出于多种目的，有自身的利益诉求，也会通过各种政

策和发展战略来影响旅游经济。因此，要研究旅游目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决策

行为。

（七）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有自己的鲜明特点，所以中国旅游经济学不仅要研究普遍

性的内容，更要研究中国特色的内容。中国旅游经济主要由政府来推动，政府在

旅游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所以政府的经济战略规划对旅游经济发展至关

重要。而旅游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为了保持中国旅游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必须重视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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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旅游经济学是用经济学原理去描述旅游经济现象、分析旅游经济关系、探索

旅游经济规律。掌握方法是最重要的学习内容。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实就是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系统分析；通

用方法是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和比较择优法；特殊方法就是三重分析法、两

难分析法和成本收益分析法。

（一）旅游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

唯物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辩证法思想发展的高级形态，是最全

面、最丰富、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既是宇宙观，又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唯物辩证

法以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坚持联系、辩证和发

展的观点，具体内容包括三个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

否定规律）以及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形式与内

容等一系列基本范畴，而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

科学是对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性的理论概括。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来源于实践，

又对实践起指导作用。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现、证实和发展真理。现代旅游经

济学是对旅游经济活动实践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因此研究现代旅游经济学必须本

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一方面，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求一切研究都从旅游经济活动的客观实

际出发，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分析旅游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解

决旅游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揭示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性，并上升为科学的

理论，用于指导旅游经济的实际工作。

另一方面，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必须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

为准绳，把对旅游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及经济规律的科学总结和概括，再拿到实

践中进行反复检验，并根据实践的发展进行修改、完善和充实，才能使旅游经济

理论体系不断成熟和发展。

系统分析方法是建立在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基础之上的一种综合性的研

究方法。它强调从系统、综合的角度研究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力图克服问题

研究中狭隘、片面、孤立、静止及封闭的观点和方法。现代旅游经济活动是社会

经济活动的一个子系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是由各种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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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所组成的。因此，旅游经济的研究要着眼于旅游经济活动的全局，以整个社

会经济发展为背景，才能充分揭示旅游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旅游经济学研究的通用方法

经济研究通常要解决三个层次的问题，对应三种方法，旅游经济研究也不例外。

首先是对旅游经济行为进行描述，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对应的方法就是

实证分析法。实证分析是指排除了主观价值判断，只对经济现象、经济行为或经

济活动及其发展趋势做客观分析，只考虑经济事物间相互联系的规律，并根据这

些规律来分析和预测人们经济行为的效果。

其次是对旅游经济行为进行评价，解决“应该怎么样”的问题，对应的方法

就是规范分析法。

最后是对旅游经济行为进行政策引导，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对应的方法

就是比较择优法。

（三）旅游经济学研究的特殊方法

旅游经济现象有其特殊性，就是其具有自然属性（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也

就是生产力问题）、社会属性（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问题）、主观

属性（解决人的主观意识和客观实际的关系）。这三种属性就是旅游经济现象的本

质。所以研究旅游经济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一定要用三重分析法分析旅游

经济的本质。旅游经济的三重属性表明旅游经济行为包含三个方面的基本关系，

实际上就是三对基本矛盾，这三对矛盾之中又包含许多具体矛盾，矛盾就意味着

两难冲突，就意味着要选择、平衡，所以进行经济分析一定要用两难分析法。

以上方法都是认识旅游经济现象本质的，属于定性分析；从现实经济行为研

究看，应用最多的就是成本收益分析法，这是最常用的定量分析方法。成本收益

分析法是市场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方法，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也要使用这种

方法。

【本章小结】

首先，介绍旅游经济活动，旅游经济活动是旅游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

在梳理了旅游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之后，总结了旅游经济的发展特点，

进而探讨旅游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次，探究旅游经济学源流，在

梳理了世界旅游经济学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陈述了中国旅游经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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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和主要成果，然后总结了旅游经济学的学科特点。最后，介绍旅游经济学的

研究，在阐明了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后，梳理了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进而

介绍了旅游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方法、通用方法和特殊方法，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方

法则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融合。

【复习思考题】

1. 旅游经济研究为什么起源于欧洲？

2. 中国旅游经济学研究发展情况如何？

3. 旅游经济学呈现出怎样的学科特点？

4. 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内容是什么？

5. 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即测即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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