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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旅游毕业论文篇一

摘要：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发展方向，早已在我国出
现，并发展的有声有色，但也存在着问题。本文从乡村旅游
的概念和特征谈起，就开发的意义、条件、市场特点和需求
发展趋势、规划与设计进行了讨论，并且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策略，预测了它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乡村旅游本质特征文化旅游

在中国，随着政局的稳定，改革与开放的进一步放宽，各种
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赚钱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旅游业在其他
行业的带动下，也是得到了绝佳机会，获得了蓬勃发展。乡
村旅游更是利用自身优势，异军突起。当然，在乡村旅游业
的发展过程中，因仍处于摸索阶段，故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
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前景还是可观的。

1乡村旅游的相关认识

1.1乡村旅游的基本概念

乡村旅游特指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以特有的乡村人居环境、
乡村民俗文化、乡村田园风光、农业生产及其自然环境为基
础的旅游活动，即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
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环境旅游范畴，以具有乡村性的人文客
体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文化旅游范畴。所以，乡村旅游
包括了乡村性的环境旅游和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在某一乡村
地区开展乡村旅游活动，活动内容究竟是以环境旅游为主，



还是以文化旅游为主，取决于该地区的本质特征。

1.2乡村旅游本质特征的认识

乡村旅游始于法国，其最初的发展是欧美度假旅游发展的一
种空间选择。始于一群贵族到乡村度假，品尝野味，乘坐独
木船，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通过这些活动，他们重识了自
然，加强了城乡居民之间的交往。后来，各国相继有了乡村
旅游。至20世纪80年代后，欧美乡村旅游已走上规范发展的
轨道，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大的发展潜力。

2乡村旅游的市场开发

开发农业旅游资源，主要是对农事活动、农村部落、农民生
活、农业生态、农业收获物等农村事物进行开发。分析各省
的发展农业旅游的条件，包括发展农业旅游的区位优势、资
源优势、农业特色优势和客源优势等，为区域农业旅游开发
提供了依据。进行乡村旅游的开发有多重意义。

2.1乡村旅游开发的意义

它迎合了都市人“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且从另一面也圆
了都市人的绿色梦，亦丰富了我国生态旅游的内容;符合我国
旅游产品结构化调整的客观要求，是旅游开发形式转型的新
探索。

2.2乡村旅游市场特点

就国际市场而言，旅游业市场已发展成熟，已形成了“观
光(感知)、度假(享受)、专题(认知)”三合为一的旅游产品
复合体。即乡村旅游具有田园观光、休闲度假、自然生态和
民俗文化专项旅游的综合功能。

就国内市场而言，因国内旅游市场起步晚，发展仍处于初级



阶段。绝大多数乡村旅游者享受到的是较低价位的消费水准、
较低档次的旅游服务和较低层次的精神感受，对旅游景区、
农业生产的收获活动和传统节庆活动具有极大依托性。但对
自然环境的天然性、纯净性、优美性要求越来越高，对人文
环境的古朴、新奇、“乡土味”、“民族味”的呼声越来越
强，作为旅游目的地，这些都是吸引游客的必备条件。

2.3乡村旅游需求趋势

单说国内，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仍表现出明显的需求层次
初级阶段的特征，尚停留在观光――休闲娱乐阶段，表现为
乡村旅游产品类型单一，产品粗糙，经营粗放。当然，随着
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旅游正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
方式，国内旅游多极化趋势和旅游消费个性化发展趋势正旺，
国内乡村旅游也正向着融观赏、考察、学习、参与、娱乐、
购物和度假于一体的综合型方向发展，国内的需求层次也在
不断提高。总体来看，当前乡村旅游需求呈现多元化、多样
化、特色化的发展趋势，游客对环境旅游与文化旅游紧密结
合的多功能、复合型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日渐旺盛。

就旅游产品而言，乡村旅游是一个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旅
游活动，是系列产品的集合，是一个产品集，它所提供给游
客的旅游产品，可以是复合型的，可以是单功能型的，能够
很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者。也就是说，不同区域、不同
群体对乡村旅游产品都会有一定的需求，所以乡村旅游开发
和建设面对的是整体的旅游消费市场，应根据个性化需求分
层次进行开发和建设。

2.4乡村旅游产品的规划与设计：以案例研究为主

有的专家，如王仰麟、祁黄雄，借鉴区域旅游规划的一般流
程，结合农业开发实践，对区域观光农业规划的一般过程和
方法进行了探索，即在对市场、区位、自然、社会经济、农
业基础、旅游发展基础等开发条件的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



确立了规划区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进行总体布局和功能区分，
并对观光农园进行了ci形象设计。

而章锦河等专家分析了安徽黑多县宏村古村的情况后，提出
了宏村古村落旅游形象定位理念，并就主题口号、视觉形象、
行为形象进行了方案设计，另有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西双版
纳胶园农场度假区、南京汤泉农业科技师范园、昆明市呈贡
县观光农业、广州市郊满山农庄进行了旅游规划的案例研究，
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旅游规划的研究内容。但这些案例研究的
缺点是：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和一般的归纳总结水平上，缺
乏理论的抽象，研究方法也比较简单。

3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1存在的问题

发展策略是我国乡村旅游研究的另一热点，但存在的问题也
不容忽视。我国目前观光农业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即观
光功能、区位功能设计简单、重复，缺乏特色;农业基础薄弱，
资金投入不足;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客源市场有限;生态环境
和景观的破坏;观光农业园土地使用的非农化倾向突出等。对
此，我们既要坚持持续发展，又要根据现实分阶段发展;既进
行生态消费，又要注意生态保护;既要促进农业用地的合理流
转，又要保证农业土地的正确使用方向等相应的对策和主张。

3.2相应的对策

如以旅游城市为客源市场的乡村旅游开发，我们可以提出面
向回城知青、城市离退休职工、周末工薪阶层、城市学生和
自城市输出的外国游客等几个富有潜力的市场，开发农业旅
游、乡村民俗旅游的策略。

就像前面所谈到的，可以把农耕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和谐相
融”作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来讲。



都市文化属于先进文化，其对传统文化的吸附与冲击可想而
知，旧难敌新，现代文化的魅力难以抗拒也不应抗拒，要发
展就得接受新事物，乡村旅游也不例外。乡村旅游从业者应
有超越农耕文化社会阶段的现代意识，既是农耕文化“戏中
人”，又是农耕文化这场戏的“导演”，清醒地抉择两种文
化的精华，使其有主宾、分主次地熔铸与乡村旅游大地上。
当然，要搞好乡村旅游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其前景
还是广阔的。它投资少，风险小，是一项创意到位即可“点
石成金”的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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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毕业论文篇二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不再仅仅局限于满足
基本衣食住行，开始追求精神上的享受。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成为拉动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我国各大高校审时度势，纷纷开设了旅游管理专业，致力于



培养大量高素质、创新型、应用型的复合式旅游管理专业人
才，旨在推动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满足旅游业岗位的用人需
求。

笔者从各大高校开设旅游管理专业的起点和层次各不相同的
角度出发，探讨了以就业为导向的高校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
养策略。

关键词：就业;高校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策略

，在国务院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
战略地位:“要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
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旅游企业不平等的用人制度造成了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毕业
生“有业不就”或“频繁跳槽”，解决旅游管理专业人
才“供需失衡”的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

一、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

(一)高校旅游专业毕业生就业前景良好

中国旅游研究院最新发表的蓝皮书表明：中国旅游业收入逐
年创新高，旅游市场呈现出“两高一平”的局面，国内旅游
和出境旅游保持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入境旅游平稳增长。

我国旅游业的增长使我国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客源
国，以及较大的旅游目的地国。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较强、服务范围较广的产业，就业门槛
较低，能够吸纳大规模的毕业生。

同时，我国各地区的酒店业管理人才缺口也非常大，就北京、
上海来说，酒店业管理人才缺口均在55万以上，并且现在每



年新增的旅游企业中，中、高级管理岗位就有一千多个。

旅游毕业论文篇三

资料

华夏的古老文明、祖国的今朝奇迹、南疆的湖光山色、北国
的秀丽冰川，在这里得到了巧妙的浓缩和展现，发展旅游业
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十分广阔的前景。厚重的历史文化为
这里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和
发掘，揭开了中国新石器考古事业的第一面，为研究中国原
始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门峡博物馆

庙底沟文化遗址和西周虢国国君墓地出土了大量的历史艺术
珍品，具有很高的'文化观赏价值。演绎战国时期秦、赵两国
化干戈为玉帛故事的古秦赵会盟台,秦孝公据关抗敌的函谷关
和老子著《道德经》的太初宫及函谷关的望气台、孟尝君出
关的鸡鸣台，中国四大回音建筑之一的宝轮寺塔经过修葺，
又出新韵，每年吸引着大批的国内外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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