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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绪  论 

 

 

 

 



 

1 

 

 

 

 

 

 

 

 

 

 

内容提要：旅游地理

学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

科之一。绪论首先阐释了旅

 



 

 

游地理学的概念、学科性质

和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

说明了四川旅游地理的概

念和学科性质，并简要介绍

了四川旅游地理的基本知

识体系；最后，分析了学习

四川旅游地理的目的，指出

了学习和研究这门学科的

基本方法和手段。  

 

 

第一节  旅游地理学概述 

一、旅游地理学在地理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19

1874



 

 

004 

2006 2008 2008  

2006 2008 2008 2008

 

二、旅游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 

（一）旅游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1985

tourist resource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TRED

2006  

3000

8

 

7 8

13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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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游地理学的学科性质 

1. 旅游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2006 2000  

2. 旅游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边缘性学科 

2006

2000  

3. 旅游地理学是一门应用性突出的学科 

2006 2000  

（三）旅游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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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ce 1989  

1 spatial patterns of supply  

2 spatial patterns of demand  

3 geography of resort  

4 tourist movement and follows  

5 impact of tourism  

6 models of tourist space  

1985  

1  

2  

3  

4  

5  

6  

7  

8  

199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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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四川旅游地理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 

和基本知识体系 

一、四川旅游地理的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 

 

二、四川旅游地理的基本知识体系 

 

（一）四川旅游地理环境 

 

（二）四川旅游资源地理 

 

（三）四川旅游客源和客流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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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川旅游服务业地理 

 

（五）四川旅游开发 

 

（六）四川旅游地理区划 

 

（七）四川分区旅游地理 

 

第三节  学习四川旅游地理的目的和方法 

一、学习四川旅游地理的目的 

 

（一）了解四川旅游省情，为旅游发展和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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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005  

 

1. 摸清旅游家底 

 

2. 查明旅游优势 

 

3. 掌握旅游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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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旅游地理修养，奠定学习和从事旅游专业的知识基础 

 

二、学习四川旅游地理的基本方法 

（一）哲学方法 

 

 

（二）地理调查法 

 

（三）地理图表法

 



 

 

001

1 

（四）归纳演绎法 

 

（五）信息技术法 

 

复习思考题 

1.  

2.  

3.  

4.  

主要参考文献 

[1] . [M]. : 2006: 1-2.  

[2] . [M]. : 2008: 

1-14.  

[3] . [M]. : 2008: 1-14.  

[4] . [M]. : 2008: 33-38.  

[5] . [M]. : 1985: 205.  

[6] . [M]. : 1999: 2-3.  

[7] . [M]. : 2012: 3-5.  

[8] . [M]. : 2006: 3-5.  

[9] . [M]. : 2000: 5-6.  

[10]  . [M]. : 2005: 1.  

 

 



 

 

 

 

 

第二篇 

四川旅游地理总论 

 

 

 

 



 

 

 

1  

 

 

 

 

 

 

 

 

 

 

内容提要：旅游资源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发

展的物质基础，其形成离不

 



 

 

开一定的地理环境。本章首

先分析了四川自然地理环境

和人文地理环境对其旅游资

源形成所产生的影响，阐述

了四川旅游资源的基本特

征；其次，介绍了旅游资源

的概念和基本特性，并对之

进行了分类；最后，介绍了

四川旅游资源的分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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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四川自然地理环境 

 

一、辽阔的地域 

26°03′N~34°19′N 92°21′E~ 

108°12′E

1075 920 48.6

5.1% 2012  

 

二、复杂的地貌 

 

（一）地势西高东低，地貌东西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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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1000

4000

3000~3500

2012 2014 2016  

 

（二）地貌类型复杂多样 

 

（三）山区面积广大 

75.4% 3.9%

9.9% 89.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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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样的气候 

 

（一）气候类型多样 

 

（二）气候东西差异显著 

900~1200

600~700

8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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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四川人文地理环境 

2008

 

一、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 

 

（一）丰富的历史遗迹 

1985 10 201 204

1951 1971 1980

200 1996 2001

4000~5000

2700 1700

3000~5000

2006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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濩

 

（二）独特的文化艺术 

劼

2020 3 6762

2020  

（三）杰出的物质文明 

 

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俗风情 

14

 

三、巨大的历史变迁 

1840



 

 

020 

 

40

 

第三节  四川旅游资源的基本特征 

 

一、种类数量的丰富性 

 

12

2020 8 A 726 5A 13 4A

284 2020 15

2017 20 2019 14

36 2015 262

2019 8 139

5 3 1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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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空分布的差异性 

 

 

 

三、景观组合的互补性 

 

 

四、文化内涵的深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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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020

1 3

1  

1-1   

   

 1992.12  

 1992.12  

—  1996.12  

—  2000.11  

 2006.07  

第四节  四川旅游资源的基本类型 

一、旅游资源的含义和特征 

（一）资源的概念 

 

1972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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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90

 

（二）旅游资源的概念 

 

1. 西方学者有关旅游资源的定义 

tourist attraction

 

2. 国内学者和国家旅游局有关旅游资源的定义 

1

1983  

2

1985  

3

1990  

4

1992  

5

1999  

6

2002  

7

2009  

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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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游资源的基本特征 

 

1. 旅游吸引性 

 

2. 分布区域性 

2000  

3. 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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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动态性 

 

二、我国旅游资源分类概况 

 

（一）按旅游资源本身的基本属性分类 

2017 GB/T18972 2017

2 8 23

110 1-2  

1. 自然旅游资源 

 

2. 人文旅游资源 

 

1-2   

   

A  

AA

 

AAA AAB AAC AAD

 

AB

 
ABA ABB ABC ABD  

AC  
ACA ACB ACC ACD

ACE ACF  

AD

 
ADA ADB ADC  



 

 

026 

 

   

B  

BA  BAA BAB BAC  

BB  BBA BBB BBC  

BC  BCA BCB  

BD  BDA BDB  

BE  BEA BEB BEC  

C  

CA  CAA CAB CAC CAD  

CB  

 

CBA CBB CBC

CBD  

D

 

DA  DAA DAB  

DB

 
DBA DBB DBC  

E  

 

EA  

 

EAA EAB EAC

EAD EAE  

EAF EAG EAH

EAI  

EB

 

EBA EBB EBC EBD

EBE EBF EBG EBH

EBI EBJ EBK EBL  

EBM EBN EBO EBP  

EC

 

ECA ECB ECC ECD

ECE ECF ECG  

ECH ECI ECJ  

ECK ECL ECM ECN  

F  

FA

 
FAA FAB  

FB

 

FBA FBB FBC FBD

FBE FBF  

G

 
GA  

GAA GAB GAC

GAD 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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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B  GBA GBB  

GC  
GCA GCB GCC GCD GCE

GCF GCG GCH  

H  

HA  

 
HAA HAB  

HB  HBA HBB HBC  

8  23  110  

[ ]

2 1 2

Z 2 2 Y  

（二）按旅游资源的功能分类 

1. 观光游览型 

 

2. 文化知识型 

 

3. 参与体验型 

 

4. 情感寄托型 

 

5. 康乐疗养型 

 

6. 购物游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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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旅游资源的开发方向与现状分类 

1. 原生性旅游资源 

 

2. 萌变性旅游资源 

 

（四）按旅游资源评审、保护及管理级别分类 

1. 世界级旅游资源 

1  

2  

3  

4  

2. 国家级旅游资源 

1

 

2  

3  

4

 

3. 省级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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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县级旅游资源 

 

三、四川旅游资源分类 

GB/T18972 2017

2 8

26 131 1-3  

（一）自然旅游资源 

4

13 52  

（二）人文旅游资源 

4 13 79  

1-3   

   

A  

AA  

 

AAA AAB AAC  

AAD AAE AAF

 

AB  

 

ABA ABB ABC ABD

ABE ABF  

AC  

ACA ACB ACC  

ACD ACE ACF

ACG  

AD  

 
ADA ADB  

B  

BA  
BAA BAB BAC BAD

BAE  

BB  BBA BBB BBC 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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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BCA BCB  

BD  BDA BDB  

 

   

C  

CA  CAA CAB CAC CAD  

CB  

 

CBA CBB CBC

CBD  

CC  CCA CCB CCC  

D

 

DA  DAA DAB  

DB  

 

DBA DBB DBC

DBD DBE  

E  

EA  

 

EAA EAB  

EAC EAD EAE

EAF EAG

EAH  

EB  

 
EBA EBB  

EC

 

ECA ECB ECC

ECD ECE ECF ECG

ECH ECI  

ECJ ECK ECL  

ED  

 

EDA EDB EDC EDD

EDE EDF EDG

EDH EDI EDJ EDK

EDL  

F  
FA  

 

FAA FAB FAC

FAD FAE FAF

F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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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

 

FBA FBB FBC FBD

FBE FBF FBG  

FBH FBI FBJ  

G

 

GA  GAA GAB  

GB  
GBA GBB GBC

GBD  

   

G

 

GC  

GCA GCB GCC GCD

GCE GCF GCG GCH

GCI GCJ  

GD  

 

GDA GDB GDC

 

H  

HA  HAA HAB  

HB  HBA HBB  

HC  
HCA HCB HCC HCD  

HCE HCF  

8  26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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