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资源认知

素质目标

1.
 

具有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怀;
 

2.
 

具有文化自信心和文化传承意识;
 

3.
 

具备旅游服务意识和专业自豪感。
知识目标

1.
 

掌握旅游资源的概念;
 

2.
 

理解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形成的基本条件;
 

3.
 

掌握旅游资源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类型。
能力目标

1.
 

能够根据旅游资源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分辨旅游资源与其他资源的不同;
 

2.
 

能够分析具体旅游景观的基本形成条件;
 

3.
 

能够根据不同的旅游资源分类标准对具体的旅游景观进行分类。
思维导图

抛砖引玉

我国是世界上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旅游资源种类繁多、类型多样,具备各种功

能。从海平面以下154.31米处的吐鲁番盆地的艾丁湖洼地,到海拔8848.86米的世界第一

高峰———珠穆朗玛峰,绝对高差达9000多米。中国不仅有纬向地带性的多样气候,还有鲜

明的立体气候效应,尤其在横断山脉地区,更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无论南北东西,
中国都有独特的美景,不仅有类型多样的海滨、山地、高原、高纬度地区的避暑胜地,而且有

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还有避寒休闲度假胜地海南岛。多样的风景地貌和多功能的气候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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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为各类生物提供了优越的生存栖息环境,使自然景观更加多姿多彩。
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其文化内涵也十分丰富。从古代的长城、故宫到现代的

北京奥运会场馆,我国的历史文化建筑丰富多彩。此外,我国的民俗文化源远流长,不同地

域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京剧、豫剧、秦腔、川剧等,都是中国独特的文化民俗,也是深受游客

喜爱的文化瑰宝。我国还拥有众多的传统文化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以及众多传

统手工艺品,如中国结、剪纸、陶瓷等,这些文化元素也是中国旅游资源的独特之处。古老的

华夏文明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既有各兄弟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又吸取了

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长。

任务一 旅游资源的内涵和特征

湖南某旅行社导游员小王接待来自广东的中学生研学团。假设你是小王,请向同学们

介绍图1-1-1~图1-1-6所示景观。

1.
 

这些景观中,哪些是旅游资源? 哪些不是旅游资源? 为什么?

2.
 

你如何判断一处景观能否成为旅游资源? 具体的依据是什么?

图1-1-1 崇圣寺三塔图 图1-1-2 家禽和家畜 图1-1-3 一般农田

图1-1-4 布达拉宫 图
 

1-1-5 雾漫小东江 图
 

1-1-6 大熊猫

一、
 

旅游资源的定义

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业的基础。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资源特色鲜明程度、价值高低、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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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状况、利用程度及开发与保护水平,直接影响该国或该地区旅游市场的吸引力和旅游业的

发展水平。
旅游资源是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一种资源,是旅游目的地吸引旅游者的首要因素,是

旅游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国内外学者对旅游资源的界定各不相同。在我国,随着旅

游业的发展和人们对资源认识的加深,旅游资源这一名词已被人们认同并广泛地应用。许

多学者对其内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由于研究的侧重点和角度不同,对旅游资源的定义各

有不同的阐述,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观点。
凡能为旅游者提供游览、观赏、知识、乐趣、度假、疗养、娱乐、休息、探险猎奇、考察研究,

以及友好往来的客体和劳务,均可称为旅游资源。(郭来喜,1985)
旅游资源应指凡能激发旅游者旅游动机的,能为旅游业所利用的,并由此而产生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自然和社会的实在物。(孙文昌,1989)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都可以视为旅游资源。(国家旅游局资源开发

司,1992)
旅游资源是指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自然存在和历史文化遗产以及直接用于旅游目的

地的人工创造物。(保继刚,1993)
上述定义虽各自的出发点和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但大多是围绕现代旅游活动的三个

基本要素来阐明旅游资源的定义的,其内涵大体相似,具有以下三个共性。
(1)

 

旅游资源的核心功能是具有吸引旅游者的吸引力。旅游资源在现代旅游活动中作

为客体,与主体(旅游者)的关系密不可分。上述定义都强调了旅游资源对旅游者的吸引功

能,而西方干脆将“旅游吸引物”作为旅游资源的代名词。只有旅游资源具有吸引功能,才能

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吸引旅游者到异地进行旅游观赏、消遣娱乐、休憩疗养、文化交流等

旅游活动。因而,吸引力可以说是旅游资源的核心功能,不具备吸引功能的资源就称不上旅

游资源,吸引功能是旅游资源区别于其他资源最重要的特征。
旅游资源吸引功能的强度决定了旅游资源效益功能的强度。因为旅游资源吸引功能的

强度决定了旅游资源吸引的旅游者的范围大小、人数多少等,旅游资源的吸引力越大,能吸

引的旅游者的范围越广、人数越多,也就是说旅游资源的吸引力越大,旅游资源为旅游业产

生的旅游效益就越大。比如世界闻名的旅游资源就比区域性知名的旅游资源吸引力大,世
界闻名的旅游资源能吸引世界范围内的旅游者,区域性知名的旅游资源则仅能吸引区域周

边的旅游者,两者产生的旅游效益大小显而易见。当然,有吸引力的资源能否最终成为旅游

资源,还要看资源开发是否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而且,旅游资源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是相对

的,一般而言,旅游资源与旅游者常住地的差异性越大,吸引力就越大。比如对城镇和乡村

居民产生吸引力的旅游资源是相反的。
(2)

 

旅游资源是客观存在的,其范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旅游资源既有自然形成的,也
有人为创造的,可以是有形的物质资源,如湖光山色、阳光海滩、花草树木、飞瀑流泉、历史古

迹、园林建筑等;
 

也可以是精神的、非物质的资源,如文学艺术、民间传说、民族风情等。精

神文化往往是旅游景点的灵魂所在,如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是在西湖断桥和镇江金山寺的

物质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一动人的故事又为景点注入了生动的灵魂,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很

多旅游资源都是物质旅游资源和非物质旅游资源的综合形式,如长城与孟姜女哭长城、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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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两代王朝的故事等,精神文化与物质景观的紧密结合,会使景观产生极大的美感和极强的

旅游吸引力。
旅游资源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的范畴在不断扩大。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随着

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提高,对旅游资源的认识也是如此。从前述定义可以发

现,旅游资源的范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在不断扩大。一些已被开

发利用的旅游资源,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者需求的提高进一步向深度开发。而一些由

于科学技术水平所限或市场需求等原因尚未开发的旅游资源,在条件成熟时,也将逐步被开

发利用。比如,随着越来越多“观星人”的出现,观星景点、观星酒店,以及房车基地、露营基

地等资源应运而生;
 

茶旅游、康养旅游、保健旅游的兴起,使一些地方发展起了游览参观茶

叶种植地、茶叶加工场所、茶文化博物馆、中药材博物馆以及访问百岁老人等旅游活动。随

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旅游资源的范围还将不断扩大,某些现在看来不是旅游资源的客体或因

素,以后都可能成为旅游资源。
(3)

 

旅游资源能被旅游业利用,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旅游资源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基础,由于旅游资源具有吸引功能,它能为旅游业所利用,
从而带来经济效益,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就业人口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
旅游业的发展可以促进旅游地的对外开放,促进文化与信息交流,推动社会进步,产生社会

效益。另外,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旅游地必须吸引和招徕更多的旅游者,而优美的环境是吸

引旅游者的重要条件,增加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必须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及其

社会文化环境,因而旅游资源的开发可以带来良好的生态效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对旅游资

源的定义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具有极高的科学权威和现实意义。旅游资源是自然界

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现象。旅游资源是客观存在的,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

的;
 

可以是已被开发利用的,也可以是目前尚未被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与其他资源的本

质区别在于,旅游资源具有激发旅游者旅游动机的吸引功能,具有被旅游业利用后产生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功能。旅游资源的概念在不断深化,旅游资源的范畴在不断

扩大。

二、
 

旅游资源的基本特征

正确认识旅游资源的特点,对于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旅游资源、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

(一)
 

多样性与观赏性

无论从类型上还是存在形式上看,旅游资源都是丰富多样的,自然、人文、社会旅游资源

都具有多样性;
 

而旅游资源与一般资源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旅游资源具有美学特征以及观

赏性。我们知道,旅游资源的核心是吸引功能,即吸引旅游者离开自己的住所到旅游目的地

进行旅游活动的功能。而旅游资源的美学特征以及观赏性,如自然风景的形象美、色彩美、
动态美、听觉美,古建筑的布局美、结构美、装饰美等,都是吸引旅游者的因素,并能满足旅游

者生理、心理需求,陶冶人们的性情、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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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广泛性与地域性

旅游资源的客观存在极为广泛。可以说,地球上的任何地域都存在相对意义上的旅游

资源,只是必须把它放在一定时间、空间等条件下来分析。同时,旅游资源不管是单体或是

复合体的形式,都依托于一定的地域空间,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该区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制

约,从而表现出地域性的特点。旅游资源的地域性决定了不同地区的旅游资源具有不同的

特色。例如,高纬度地区和高山地区的冰天雪地、林海雪原、高山冰川,赤道地区的热带雨

林、椰林竹楼景观,我国南方园林、北方园林和岭南园林景观的差异性等,无不与不同地区的

地理环境有关。

(三)
 

组合性与整体性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光辉灿烂,名人英杰层出不穷,名胜古迹珍奇瑰丽,
山水风光雄伟秀美,民俗风情古朴淳厚,旅游资源丰富,种类繁多。然而,各类旅游资源在内

容上并非单纯的、独立的,而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相互烘托、互为补充的,即旅游资源具有

组合性。旅游资源的组合性特征是指孤立的景物要素很难形成具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在
特定的地域中,总是由复杂多样、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各个要素共同形成资源整体。例如,
山与水组合形成秀丽的湖光山色、峡谷急流、高山瀑布等景观,假山、池、植物与各种古建筑

的巧妙组合形成我国古典园林的特色景观。

(四)
 

地域固定性与不可移植性

其他资源经过开发,或以其自身,或以其产品,可以输往各地以供利用,即多数情况下是

资源向消费者移动,如煤炭资源、矿产资源等。而旅游资源总是分布在某一特定的地理空

间,在地域上是固定的、不可移动的,多数情况下是旅游者向旅游资源移动。因为旅游资源

具有组合性,其存在必须依赖其他资源和环境要素的衬托和协调,如果迁移旅游资源,将会

改变它某些固有的特性。比如,人文旅游资源产生于特殊的地域环境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之

下,外在表现为延续着人类社会的丰富历史基因,依托于特殊的环境,人为割裂必将影响其

承载信息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在大都市表演的民族歌舞会失去浓郁的故乡风情,在华北平

原兴建傣家竹楼,也将因缺少傣族特有的民族风情而缺乏灵气。

(五)
 

时代性与季节性

旅游资源具有时代性,旅游产品要根据市场的变化而不断更新。一方面,由于旅游活动

向多样化、个性化方向发展,一些原来不是旅游资源的事物和现象变成受旅游者欢迎的旅游

资源,一些新的旅游资源也不断被开发出来;
 

另一方面,一些旅游资源随着旅游者旅游需求

的变化而失去吸引力,从而退出旅游市场。旅游资源还具有季节性。一方面,旅游资源所处

的环境具有季节性,影响旅游者的出游动机,旅游者一般选择最佳的季节出游,使旅游目的

地的游客量出现季节性变化,从而形成旅游的“淡季”“旺季”“平季”;
 

另一方面,自然旅游资

源本身具有季节变化性,如漂流活动一般在夏季进行,雾凇、雨凇和冰雪景观则多出现在冬

季,一些节日庆典活动只在特定的时段举行,如傣族的“泼水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等。

(六)
 

民族性与文化性

一般说来,某一地区或某一类型的旅游资源,都具有自己的特征或民族特色。如云南的

傣族和海南的黎族具有完全不同的民俗风情;
 

我国南方和北方的民居、饮食各有特点。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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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资源具有文化属性,无论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如
杭州西湖、山东泰山等。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各具特色的美食佳肴、琳琅满目的旅游商品,
以及让人流连忘返的自然山水等,无不反映出其特有的文化。旅游资源不仅可以使人们获

得丰富的知识,也可以满足人们休闲疗养、放松身心、猎奇探险等需求。

(七)
 

永续性与不可再生性

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绝大多数旅游资源都具有长期重复使用的价值,因为旅游者在旅

游活动中带走的是美好的感受,而不是旅游资源本身。如山水风光、都市风貌等旅游资源,
可以长期供旅游者参观游览,甚至可以进行永久的开发利用活动。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旅
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永续性并不是绝对的,必须以保护为前提。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会使旅

游资源质量下降,无法为后续的旅游者提供同样高品质的风景,许多文物古迹、历史文物是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旦被破坏,即使进行人工修复,也不再是原貌。因而,在旅游

资源的开发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对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的保护工作。

一、
 

即问即答

1.
 

简述旅游资源的定义。
2.

 

简述旅游资源的主要特征。

二、
 

即学即用

1.
 

列出你所在地的主要旅游资源,并举例说明旅游资源的核心功能及主要特征。
2.

 

上网收集10张各地的景观图片,并完成以下任务(以电子文档或PPT的形式呈现)。
(1)

 

分析哪些能成为旅游资源,哪些不能成为旅游资源。为什么?
(2)

 

根据能成为旅游资源的图片分析旅游资源的特征,并说出理由。

任务二 旅游资源的形成条件和分类

广东某旅行社导游员小李接待来自上海的商务考察团,团员对图1-2-1~图1-2-12所示

旅游景观的形成条件和类型很感兴趣。假设你是小李,请向考察团介绍。

图1-2-1 哈尔滨林海雪原 图1-2-2 三亚海滩 图1-2-3 热带雨林

即测即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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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图1-2-5 温带落叶阔叶林 图1-2-6 寒带针叶林

图1-2-7 温带草原 图1-2-8 温带荒漠 图1-2-9 长沙世界之窗

图1-2-10 长城 图1-2-11 少林寺塔林 图1-2-12 吊脚楼

1.
 

这些旅游资源存在差异吗? 如果存在,差异是如何形成的?

2.
 

该怎样对这些旅游资源进行分类? 有哪些分类依据?

一、
 

旅游资源的基本形成条件

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性是旅游资源的基本形成条件。地理环境的千差万别能够使长年

居住在单一环境中的人们产生旅游动机,进而产生旅游行为,成为旅游者。地理环境的差异

性越大,对旅游动机的激发力就越强。换句话说,如果不存在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性,也就

不存在对游客产生吸引力的旅游资源。

(一)
 

自然旅游资源的基本形成条件

自然旅游资源是天然赋存的,是在自然界诸要素的长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形成的。

1.
 

地球的圈层结构构成了多种类型的自然旅游资源

地球表层是指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相互作用的地带,是自然旅游资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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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底。人类作为生物圈中的一员,其活动所涉及的各个圈层均可以形成旅游资源。例如,岩
石圈表面形成地质构造、岩石矿物、火山等地质景观和山岳、峡谷、岩溶、丹霞等地貌景观旅

游资源;
 

水圈中形成江河、湖泊、瀑布、海滨、泉等各类旅游资源;
 

大气圈内形成云、雨、雾、雪、
雨凇、雾凇等气象和气候旅游资源;

 

生物圈内形成由多种动植物组成的生物旅游资源。

2.
 

自然地理要素的地域组合和分异规律决定了自然旅游资源的分布特点

自然地理要素的地域组合是指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地理环境各要素相

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渗透,构成了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形成了具有内部相对一致性的景

点和景区。无论是景点还是景区,都是自然环境各要素在一定地点、一定区域内以不同比例

组合而形成的,拥有各自的特色。而各地自然旅游资源的特色,是由自然环境各要素地域分

异造成的。地域分异是指地球表层的差异性,表现为大小不等、内部具有一定相似性的一系

列地域单元,并由此产生各地域单元自然条件的差异。地域分异表现出一定的有序性和普遍

性,呈现出地域分异规律。由于太阳辐射在地表按纬度分布不均,导致各自然景观带向东西延

伸,沿着纬度变化的方向作有规律的更替,这叫作纬度地带性分异规律。在海陆分布因素的影

响下,由于水分条件的差异,各种自然景观带从滨海往内陆方向大致沿着经度变化的方向逐渐

更替,这叫作干湿度地带性分异规律,也叫作经度地带性分异规律。由于海拔的不同,从山麓

到山顶的水热状况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而变化,形成了自然景观的垂直地带性分异规律。

3.
 

地质作用是自然旅游资源形成的动力和基础

地质作用是自然旅游资源形成的原动力。地质作用是指作用于地球的自然力使地球的

物质组成、内部结构和地表形态发生变化的作用。地质作用可分为物理作用、化学作用和生

物作用。它们既发生于地表,也发生于地球内部。引起地质作用的自然力叫作地质营力。
地球的地表现状是地球内营力和外营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内营力使美景的轮廓、框架得以

形成,对地壳的发展变化起着主导作用;
 

外营力则起着雕琢美景的作用。
地球的内营力是决定海陆分布、岩浆活动、地势起伏等的地球内能。例如,全球被构造

活动带分为六大板块,每个大板块又可分为若干小板块,这些板块处于不断运动之中,产生

碰撞或张裂,形成地表的基本形态。板块张裂地区形成海洋或裂谷,如大西洋、东非大裂谷

等;
 

板块碰撞挤压的地区,常形成火山地貌、山岳地貌、地震遗迹、地热等自然景观。太平洋

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的俯冲带,由于火山与地震活动较强,存留不少遗迹景观,如我国东北

的五大连池、长白山天池等火山遗迹景观;
 

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的碰撞地区形成了青

藏高原。地球的外营力则发生在地壳外部,主要表现形式有风化作用、侵蚀作用、搬运作用、
沉积作用和固结作用等,它们塑造了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形态,如冰川作用下形成的冰蚀景

观,搬运、沉积作用下形成的风沙地貌、黄土地貌等。地表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形态无不是

在地球内营力和外营力地质作用提供的本底上形成的。

4.
 

地球水体的水文特征

水圈是地球外圈最为活跃的圈层,是外动力地质作用的主要介质,也是塑造地球表面最

重要的角色。按照水体的存在方式可以将水圈划分为海洋、河流、地下水、冰川、湖泊、瀑布

等类型。海洋约占地球表面积的71%,其中心部分为洋,边缘部分为海。由于水文地理环

境的差异,陆地边缘形成海滩旅游资源,海洋内部则形成岛屿、珊瑚礁、海洋生物等旅游资

源。地球表面河流纵横交错,由于流经的自然景观带和地貌部位不同,河流的上、中、下游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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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形成了景观各异的风景走廊。地下水的露头处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泉景,如温泉、矿泉等自

然旅游资源。冰川的侵蚀和堆积作用使地表形成了独特的地貌景观。陆地表面天然洼地中

蓄积的水体即湖泊,由于其成因、所处地理位置等因素的不同,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湖泊景观。
而从河床横断面陡坡悬崖处倾泻下来的水流则形成了瀑布,有形、色、声三态变化形式,具有

很强的吸引功能。

5.
 

气候的区域差异

地球表面气候区域差异的主导因素是太阳辐射。由于太阳辐射随着纬度的增加而减

少,地球表面的热量也随纬度的增加而减少,从而形成了从赤道到两极的不同气候带,即热

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等,进而形成相应的自然景观带。地球表面的气候区域差异还与海陆

分布及海拔因素有关。海陆的差异导致了从大陆滨海往内陆方向水分逐渐减少的现象,从
而形成了湿润地区、半湿润地区、半干旱地区、干旱地区等不同的干湿地带及相应的不同自

然景观。而高山地区,由于气候要素的垂直差异,形成了自然景物的垂直差异,正所谓“一山

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6.
 

地球生物的多样性

生物是地球表面有生命的物体的总称,大体可以分为植物、动物、微生物三类。其中植

物种类不少于100万种,动物种类不少于150万种,微生物种类目前尚难统计。不同的地理

环境下生存着不同的植物种群,从而形成不同的自然景观,如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针阔混

交林、针叶林、苔原植被、荒漠植被等。绿色植物是构成风景区的重要因素,具有疗养、休闲、
健身等功能。而在地球的不同地质历史时期,生物种群不断演化和进化,有些古老生物的遗

体或遗迹存在于地层中,形成生物化石旅游资源,如恐龙化石等;
 

许多生物种群随地质历史

环境的变迁而灭绝,有的则在特定的环境和区域中被保存下来,形成古老的孑遗生物,成为

珍稀动植物旅游资源。

(二)
 

人文旅游资源的基本形成条件

人文旅游资源是人类创造的,反映各时代、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俗民情状况

的,具有旅游功能的事物和因素,其形成是社会、历史、文化多方面作用的结果。

1.
 

类型多样的历史遗存

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生活方式,
以人类遗址、建筑、园林、陵寝、墓葬、文学艺术、伟大工程、宗教文化等各种形式遗存下来,成
为人类发展历史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成为如今重要的人文旅游资源。例如,中国共有

10余个王朝在古城西安建都,有“长安自古帝王都”之称的西安,其东西南北街、钟楼和城墙

是中国古代城市格局的代表性作品,最能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特点。而北京天坛是

我国明清两代帝王孟春祈谷、孟夏祈雨、冬至祭天的地方,主要建筑有斋宫、祭坛、回音壁等,
这些建筑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祭奠的盛况,还可以了解力学、声学和几何学等方面的知

识。历史遗存既是历史的见证,又是一部直观而生动的历史教科书,是能引起游人普遍兴趣

的人文旅游资源。

2.
 

社会文化的地域差异

在地球上,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总是呈现出不均衡性,因而各个地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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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
审美观念等方面各不相同,呈现出各具特色和魅力的地域文化。同一民族、不同地区的人群

由于历史发展和所处自然环境的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民俗风情。我国地域辽阔,拥有

56个民族,各民族都形成了与当地环境相适应的独特民俗文化,拥有不同的风情风俗、服
饰、歌舞、饮食、生活习惯、节庆活动等。如云南的纳西族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他们的

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建筑风格等都不同。正是社会文化在不同地域的差异,造成了一地居

住的人群对另一地的未知感,这是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的重要动因,同时也是形成各类人文

旅游资源最重要的成因之一。

3.
 

独特的、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社会文化现象

人类创造的具有较高艺术性及精神性的人类文化现象或实体,以及一些独特的社会文

化现象,如雕像、博物馆、节日庆典活动、体育中心、旅游文学等,对旅游者具有普遍的吸引

力,它们超越时空限制,成为人类审美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进行观赏、游乐、学习研

究的人文旅游资源。例如,山东省曲阜市每年举行的祭孔大典,吸引了许多国内外旅游者。

4.
 

适应旅游市场的需求

随着人们旅游需求的变化,旅游资源的范畴在不断地扩大,一些原本不是旅游资源的景

点逐渐成为旅游者的游览对象。农场、工矿企业、教育科研单位等,都已成为有吸引力的旅

游资源,如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海尔集团等著名企业。另外,在一些客源充足、经济发达、
交通便捷的城市,大量人造景观也已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新型旅游资源,如上海的迪士尼乐

园,深圳的锦绣中华、世界之窗、中华民俗村、欢乐谷,昆明的民族村等。

二、
 

旅游资源的分类

旅游资源涉及面广、类型多,为了更好地认识、研究、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旅游资源,有
必要对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进行分类。旅游资源的分类是根据一定的原则划分出具有一定

从属关系的、不同等级类别的旅游资源。

(一)
 

分类原则

1.
 

相似性与差异性原则

  相似性与差异性原则是指被划分为同一类、同一亚类的旅游资源应具有相同的属性,而
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之间应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不能把不具有共同属性的旅游资源归为一

类,划分为同一级、同一类型的旅游资源必须具有共同的属性。

2.
 

逐级划分原则

旅游资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进行旅游资源分类时要在相似性与差异性原则下对旅

游资源进行划分,逐级划分为具有隶属关系的不同级别、不同层次的亚系统。即先确定高一级

的旅游资源类型,然后将其划分为多个次一级的亚类型,再将每一亚类型向下划分出更低一级

的类型。例如,旅游资源可以先分为高一级的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然后分别对其进

行次一级类型的划分,如果需要,还可再向下划分更低一级的类型。逐级划分时要注意,不同

级别的类型划分不能采用相同的依据;
 

但是对每一类型直接划分出次一级类型时,则必须采

用相同的依据,否则会出现分类的重叠。同时,分类系统还应简明扼要,具有实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