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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温泉旅游的发展路径

刘晓农
"南昌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

摘5要#基于当前社会矛盾的转化$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管$以强化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的统筹兼顾)又因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及其他市场经济因素$大量资金涌入温泉旅游行业$传统的大型温泉旅

游企业逐渐突破温泉地域限制向外发展$其他各类企业也纷纷投资于温泉旅游领域$导致温泉旅游的投资规模越来越

大$温泉旅游的行业竞争也越来越强% 随着温泉行业协会等组织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温泉旅游的行业管理也渐趋规范$

但总体而言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温泉立法缺位*文化内涵缺失*环保意识不够等等% 为此$尽快出台温泉法*大力挖

掘已有的文化内涵$是促进我国温泉旅游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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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新时代温泉旅游的发展优势和

特征

自 !#世纪 %# 年代以来#旅游业已经成为世

界规模最大的产业#同时也是改变世界尤其是旅

游目的地环境%经济%文化的最重要的力量& 改革

开放 4#多年来#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旅游业发展最

快的地区之一#旅游业正日益成为支撑我国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产业&

!一"我国温泉旅游的优势

$)温泉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分布广泛

我国的温泉资源非常丰富#由于地处亚欧板

块东部#在大陆板块运动特别是华夏和新华夏运

动中受来自南面印度,,,澳大利亚板块及东面太

平洋板块的冲击#形成了云南及我国台湾地区的

高温温泉集中区#而其他地区的温泉则多是由于

构造运动%随着地质断层及地质破碎带的出现而

形成的&

从分布区域来看#除我国台湾地区%广东%云

南三省温泉资源最为丰富外#北京%天津%重庆%四

川%西藏%内蒙古%福建%山东%河南%江西%湖南等

省市均有温泉并已投资开发#其中既有山林温泉#

也有海岛温泉&

据统计#我国自然出露的温泉数有 ! !## 余

处"按通常标准#水温
2

!+q的泉水方可称之为

温泉#故未将低于 !+q的泉水统计在内$& 如果

加上人工出露的温泉数量#以及虽低于 !+q但根

据其化学成分可被视作温泉和矿泉开发利用的泉

水的数量#那么#我国的温泉及温泉井可达 + *##

余处"眼$

!

& 随着勘探和钻井技术的提高#温泉

资源的数量还会不断增加&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民众对温泉旅

游的消费需求旺盛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集休

闲度假和健康养生于一体的温泉旅游早已成为资

本发展热点& 部分城市居民在收入增长%投资市

场偏窄的情况下#目光转向养生保健%娱乐休

闲"

& 因此#我国温泉旅游业投资以年均 $#c左

右的速度递增& 随着温泉市场热度的提升#人均

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 !#$!n!#$,年我国温泉旅

游产品消费规模从 $#* 亿元增长到 !"" 亿元#年

复合增长率达到 !#)%c#预计 !#$% 年#温泉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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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模将达到 *!*亿元& 温泉旅游业上升空间

巨大#前景一片光明& !#$+ 年国家旅游局宣布的

我国首批 $2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以温泉为主

题的旅游度假区就占了 * 个#分别是汤山温泉旅

游度假区%尧山温泉旅游度假区和灰汤温泉旅游

度假区#这也充分说明温泉在国家旅游度假形态

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

&

!二"我国温泉旅游的特征

进入 !$世纪后#我国的温泉旅游呈现出一些

新特征&

$)投资者信心增强!投资规模越来越大

!##, 年的金融危机拉开了我国宏观经济调

整序幕#此后各地相继采取了刺激和扩大旅游

消费的措施#逐年加大了对旅游产业的投资&

恰逢民众对旅游产品的需求正从观光型旅游向

休闲度假型旅游过渡#而温泉旅游作为特色明

显的休闲度假产品#恰逢其时地适应了这种需

求& 因此#温泉旅游投资也日渐成为旅游投资

的重点领域#继而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后的

新热点&

!)大型温泉企业已步入品牌化发展阶段

在温泉旅游开发较早%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

温泉产品经过不断更新换代%优胜劣汰之后#一批

具有品牌价值和区域影响力的大型温泉旅游企业

脱颖而出#步入品牌化发展阶段#并成为当地的重

要经济支柱& 如广东珠海的)海泉湾*和)御温

泉*等#已然成为当地休闲旅游的代表&

再如广东从化)碧水湾*温泉#素以亲情化服

务著称#有)温泉界海底捞*之称#不仅开创了国

内温泉服务品牌化的先河#而且为国内温泉旅游

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起到了标杆作用&

)碧水湾*之所以能成为有口皆碑的服务品牌#就

在于企业对文化的不断传承和创新&

*)温泉行业协会等运营组织逐步形成!温泉

旅游行业管理逐步规范

在温泉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温泉旅游

行业规范不统一%温泉旅游企业之间的协调沟通

不畅通等问题相继浮出水面& 为解决这些问题#

在各方推动下#中国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于

!##%年 " 月 $, 日在珠海海泉湾成立#其作为中

国旅游协会的分支机构#是由中国温泉旅游行业

的相关单位自愿设立的行业性%非营利性的社会

组织#成立初期即有来自全国各温泉地的会员单

位 $+#多家& 该协会除指导行业健康发展%制定

行业标准%开设总经理研修班以外#还组织专家编

写了'中国温泉旅游服务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

'中国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管理办法('温泉业

经营技术规范(等制度和规范&

4)温泉旅游已呈现跨地域.跨行业的发展

势态

随着温泉旅游发展的突飞猛进#部分温泉旅

游企业已突破温泉地域限制进行向外扩张#而非

传统温泉企业也纷纷进军温泉旅游行业& 这种扩

张#不仅是地域的扩张#还包括了在文化领域的

扩张&

"$$输出温泉养生的文化理念

以广东珠海的御温泉为例#!$ 世纪之初#其

发展规模尚不如广东的中山温泉#却另辟蹊径走

文化开发之路#不仅在'珠海日报(连续推介温泉

保养知识%宣传温泉的养生保健和治疗功能#还连

续在'中国旅游报(定期刊登和介绍与温泉相关

的知识与信息#并进而与河北省%湖南张家界和陕

西西安等地交流温泉管理经验#使)御温泉*的品

牌运营产生了良好驱动作用#提升了企业的核心

价值和品牌资产#并实现了其跨地域经营的战略

目标& 这种文化开发带来的好处是#除了珠海本

地外#)御温泉*还在石家庄%张家界%西安等地拥

有一席之地&

"!$开展)校企联合*#培养专门人才

仍以)御温泉*为例#其在对外推广温泉文化

的同时#还与韶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等院校联合培养温泉旅游专业

的本专科学生#为后续扩大经营提前进行专业人

才储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年 , 月 % 日江门职

业技术学院与广东古兜旅游集团合作共建的)江

门职业技术学院古兜温泉学院*在古兜温泉小镇

挂牌成立#这标志着我国正式诞生了首家具备对

外招生资质的温泉学院#这是校企联合办学%互助

共赢的又一创新模式&

"*$吸引)圈外*知名企业投资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大型企业也不断

物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充分利用闲置资金#日渐

#,$

!

宇博智业市场研究中心!'!#$%,!#!4年中国温泉旅游行业重点企业发展分析及投资前景可行性评估报告(#中国报告大厅"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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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火的温泉旅游业遂成为其争相投资的热点&

如!以经营海底世界馆和极地世界馆为主的大连

圣亚海洋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为数不多的

旅游板块的上市企业#!##* 年采用购买和兼并其

他企业的方式获得了辽宁瓦房店市龙门汤温泉的

经营权#建成了大型温泉度假公园-另外#原本是

集建筑与饮食行业于一体的大连市三叶集团也投

资了大连安波温泉& 这些都充分说明#温泉旅游

的上升空间巨大#令投资者信心倍增!

&

二5我国温泉旅游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温泉已步入相对规范的发展阶段#

但受社会转型影响#温泉旅游难免与旅游业其他

门类一样#在投资%经营%管理等领域存在着诸多

的问题&

!一"温泉立法缺位

温泉资源有别于其他的单一自然资源#它既

属于地下水#也属于矿产资源#因而在法律适用方

面#既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调整#也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调整& 然而温泉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而这两部

法律在温泉资源的适用上又存在捉襟见肘之处&

$)存在多头管理

两部法律均可适用于温泉资源#而分别授权

的行业主管部门却又不同#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矿产资源法(授权为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而'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法(则授权为水行政主管部门& 更

为复杂的是#在具体实践中#部分地区还存有其他

有关部门权力介入的情形#因此导致了温泉管理

中)九龙治水*局面#使得温泉企业的经营成本加

重%运行效率降低"

&

!)因开发时间及地域的不同!人为导致温泉

开发的差异化待遇

有些温泉资源的开发在两部法律实施之前#

而有些却在之后#由于)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

经过修订和出台细则之后的两部法律只对其后新

增的温泉资源开采权利具有约束力#而对此前形

成的开采权问题并无具体规定#故在开采权利上#

法律出台之前和之后开发的温泉资源#其待遇存

在差异#

& 基于企业的趋利性特征#在法律没有

规定的情况下#不少企业难免会想方设法避开约

束#从而造成事实上的不公&

另外#由于温泉的开发涉及部门较多%层级较

高%情况较复杂#当地政府对温泉资源的管理有心

无力#出现无法可依%有法难依的局面& 如此一

来#也导致了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实施的温泉开

发#其享有的待遇存在不同&

*)以资源用途课税!人为造成不公

温泉旅游开发主要涉及温泉和土地两种类型

的自然资源#在缺乏专门的温泉法律法规的情况

下#只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具体实施& 前已述及#温泉资源既可以视同

为矿产资源#也可以视同为水资源#而且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温泉资源的所有权属

于国家& 既如此#温泉水的利用主体需向国家缴

纳资源使用税-同时#温泉旅游的经营又是利用温

泉水等资源谋利的商业行为#因此经营者还需缴

纳营业所得税-如此一来#两种税收在温泉资源上

的叠加"两税并一税$就引导出按照温泉水的使

用量及用途进行课税的机制$

&

另外#在'温泉法(缺位导致的)九龙治水*之

下#地方政府还可以根据使用目的的不同如商业

性的温泉酒店%生产性目的温泉养鱼%生活性目的

农家利用等来确定征收的费用"税收$等级#进而

造成了相同资源因用途不一而税负不同的不公平

现象&

!二"文化内涵缺失'同质化现象严重

我国温泉产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很多温泉

景区急功近利#片面追求)低成本%高回报*#导致

开发活动缺乏科学规划#混乱无序%设计单一#甚至

相互抄袭模仿#既缺乏地方特色#更缺乏文化内涵&

有的简单套用)宾馆j泳池*的做法#有的则模仿日

式%欧式或我国台湾地区的台式温泉景观#有的不

顾现实国情一味追求高品质消费而过度偏重开发

具有娱乐功能的温泉设施& 凡此种种#都未能将温

泉的文化精髓融入#导致温泉旅游业同质化建设严

重#无法与周边的自然环境和谐相处&

究其原因#除了缺乏成熟的管理经验之外#还

有温泉文化断层的原因& 毕竟#长期以来尤其是

$,$

!

"

#

$

中国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中国温泉旅游产业发展报告"!#$!$(#广东旅游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王艳平等!'温泉旅游研究导论(#中国旅游出版社 !##"年版#第 $,4页&

刘红梅#冀陈伟!'中国旅游政策的演讲(#'求索(!#$2年第 4期&

胡亚光#吴志军#胡建华!'旅游市场主体间博弈行为下的消费陷阱问题研究(#'江西社会科学(!#$"年第 "期&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在封建社会#温泉洗浴属于皇室成员和达官贵人

的特权#因而彼时的温泉文化更体现为一种皇室

文化%贵人文化& 经过巨大的社会变革之后#)旧

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旧的温泉文化

已经断裂#而新的温泉文化尚未建立#导致温泉企

业在审美价值取向上的无所适从!

&

当前#社会中产阶层已成为消费的主流群体#

如果一味发展高消费的温泉旅游模式#则会渐渐

将这些主流消费群体拒之门外#从而阻碍温泉旅

游的长足发展&

另外#消费者对温泉旅游的需求不可避免地

会受到地域文化影响#因此温泉旅游的开发经营

只有立足于本地市场消费者的文化诉求#其生命

力才会更久远#而文化个性不鲜明甚至拾人牙慧

者终将会被市场淘汰"

&

!三"缺乏环境保护意识

一是在开发利用方面#各地一哄而上#盲目追

求效应而忽视温泉资源利用规模的合理性#导致

温泉资源过度开采甚至滥开乱采#开发利用水平

低下-二是缺乏统一的专职管理机构#缺乏统一的

调控手段-三是规划层次低#重复规划现象严重#

有的地方甚至缺乏整体规划-四是污水废水排放

体系不健全#电力%排污%交通道路管网布局不合

理#由此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温泉水水温下降#部

分重要的化学元素含量下降#进而导致医疗效果

下降%水量下降%地面下陷等不良后果&

如此种种#不仅使温泉资源遭到破坏#而且还

将导致温泉资源的日益枯竭&

三5我国温泉旅游的发展趋势

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温泉

旅游的未来发展#存在几大趋势#只有顺势而为#

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才能维

护并推进温泉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一"温泉旅游的标准化制定'由地方走向国

家'温泉法的出台势在必行

温泉旅游业作为新兴产业#自 !# 世纪 %# 年

代以后进入快速发展期#但行业规范仍然滞后#与

温泉旅游业发展的步伐并不匹配& 如前所述#现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法(对于温泉开发旅游活动的调整勉为其

难#各温泉地制定的标准不一#这既不利于温泉资

源的保护#更不利于温泉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综观世界各国和地区#日%德%美%法%韩等国

均已制定了专门的'温泉法(#我国台湾地区也已

经出台了专门的'温泉法(#对温泉标准的认定及

温泉企业的开发%经营以及政府部门监管等行为

加以规制#而我国大陆的温泉法至今仍为空白&

因此#需由国家统一制定温泉旅游的行为准则#而

且在法律位阶方面#不应低于行政法规&

毋庸讳言#温泉旅游行业标准的缺失和监管

力度的疲软将直接妨碍行业的健康发展& 尽管我

国不少地区都陆续成立了温泉行业协会#也分别

编制了各自的地方标准#但难以统一的地方标准

并不能适应大型温泉旅游企业跨地域发展的趋

势& 因此#通过立法制定全国统一标准%明确行业

监管部门%规范温泉企业的开发经营活动#势在

必行&

!二"深入挖掘温泉地的文化内涵是大势

所趋

温泉旅游契合了新形势下民众对休闲度假和

健康养生的内在需求#故仍将是未来数年投资较

为集中的休闲旅游领域& 但是不同地区的消费者

对温泉旅游的需求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因而温

泉旅游开发应优先满足本地消费者的文化诉求才

更容易获得成功& 因此#随着温泉旅游市场竞争

的加剧#温泉企业如欲提升核心竞争力%获取相对

优势#则必须摒弃同质化建设%挖掘和塑造具有地

域特色的温泉文化#

&

一般来说#民众对温泉的联想主要体现为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温泉可否治愈疾病-二是历朝历

代中有多少王侯将相曾涉足温泉-三是文人墨客

吟诵温泉留下的诗词歌赋-四是与温泉有关的神

话传说-五是与温泉有关的习俗礼仪#等等& 这些

恰恰为温泉文化的挖掘指引了方向&

如何挖掘温泉文化的消费潜力#以个性化服

务提升温泉旅游的文化属性#使温泉旅游市场从

数量规模型向规模与质量效益并重型转变+

$)将温泉旅游与温泉出露地的文化糅合!在

规划设计中突出温泉沐浴修身养性功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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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原始社会#我国就有羲和浴日%常曦浴月

等美丽的神话故事#为沐浴文化的深厚底蕴奠定

了基础& 及至西周#朝见天子%祭祀祖先之前必须

沐浴净身#可见沐浴已成为社交活动中的重要礼

仪& 这些都是可供挖掘的题材&

再如!宋代焦静山游览黄山温泉后留下的

)??灵水养灵珠#籁定波生注玉壶& 洗尽尘劳

多少客#不知还解洗心无*-清代画家石涛赞美黄

山温泉的)游人若宿祥符寺#先去汤池一浴之#百

劫尘根都洗净#好登峰顶细吟诗*

!

-明人杨师孔

的'温泉游记(中)大凡游人带酸寒俗气#至此俱

开暴戾血性#至此俱化尘垢秽浊#至此俱尽人我迹

相#至此俱消盖造化具此大炉冶#一经锻炼自换凡

胎& 恨天外遐陬#为神仙久私机缘浅尘染重者#轻

易未能一至耳*等诗句#都是在游览安宁温泉后

身心俱慰之余有感而发之作&

"

!)描写温泉的古诗文.历史文化.名人等素材

将得到大力发掘

唐宋诗词歌赋中描写温泉者甚多#仅仅是标

题中有温泉或温汤字样的诗文就有 !## 多首#这

些诗文滋养着古代人的山水意识或旅游审美意

识#丰富着中国自然山水或广义旅游景观的文化

内涵或审美意味#构成)审美增值*&

地域文化景观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景观的审

美表现#并深刻反映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

思想& 在中国古代#很多天然出露温泉大都视作

名胜以供休憩赏玩& 古代文献记载温泉时#也都

会对周围环境加以描写#如'大明一统志(载北京

玉泉)在玉泉东北#泉出石罅间& 因凿石为螭头#

泉从螭口喷出#鸣若杂佩#色若素练#味极甘美&

为京师八景之一#名曰玉泉垂虹*

#

-载陕西蒲城

温汤)出落岩石眼中#水温可浴#亦有温塘#旁有

太湖山#平地突起#周五六里#高十余丈#左右危石

流泉#为一邑之名胜*& 明朝杨慎曾赞云南安宁

温泉)楫以螳川#轴以龙山& 映以虎丘#带以曹

溪& 山川之美#触可登临*

$

#山西榆次温泉则为

)天寒不冰#泉侧草木冬荣#名为温泉22盛夏之

时#荷花盛开#稻田绿满& 古来名人#往往游憩于

此#觞泳于斯& 亦胜境也*

%

&

如此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组合#怎能不令人

神往+

温泉旅游的实质原本就是让游客在观赏景点

时有一种情感文化方面的体验#使游客在充分体

验美景%健康身心的基础上#进而获得更重要的文

化体验和精神体验&

因文化而受益的#堪以安宁温泉为典范#该温

泉开发始于东汉时期#因明朝诗人杨升庵在'温

泉诗(中称其为)天下第一汤*而名扬天下-后又

被历代文人赋诗称赞#如)天下果然第一汤#升庵

先生无虚奖* )地灵此地胜瀛洲#暖比春温洁比

秋*)仿佛玻璃漾水晶#宛若珠玑盛琥珀*等等&

$%"!年董必武游览安宁温泉时留下了)休夸六国

黄金印#来试三迤碧玉泉*诗句#郭沫若也曾为安

宁温泉吟诗作赋& 如此一来#厚重悠久的历史文

化使温泉景区锦上添花#也成就了安宁温泉这一

特色旅游产品&

*)温泉与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神话故事等地

域文化相结合将得到充分展现

温泉地发生的一切与温泉有关的故事%传说

和非常之景观等都将引起民众的好奇甚至崇拜&

由于人类探知外部力量的有限#古今中外对

古老的温泉大都有着神话般的传说#人类最早认

定温泉为神即)地下火热神*#因为当地人认为从

地下汩汩而出的天然温泉是来自地下的火神,,,

火龙&

对温泉神话的进一步落实则是兴建温泉寺

庙#国内外的许多温泉地都建有寺庙或教堂#如云

南昆明的安宁温泉#东依崇山凤岭崖石#西临螳螂

川江水#与曹溪寺古刹隔江相对-而历史悠久的昆

明市宜良县汤池镇和云南省华宁县的象鼻温泉#

在古代也都建有火龙寺& 再如重庆北温泉的温泉

寺已有 $ "##年的历史#至今仍香火旺盛-北京小

汤山温泉有)洪泽寺建其侧*#而拥有温泉资源的

黄山天都峰下的大中祥禅符寺于唐天佑九年为刺

史陶雅所建#号)汤院*#南唐保大二年改名为)灵

泉寺*

&

& 另外#传说中后羿把天上的 $# 个太阳

射下来了 %个#其中 $ 个落于湖南汝城的热水河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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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是便有了水温高达 %,q的湖南汝城温泉#

千百年来#汝城人把温泉视为圣水#称汝城温泉为

灵泉&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少地区都形成了独

具特色甚至璀璨耀眼的地域文化#如能因地制宜

地将其充分挖掘#无疑是避免温泉景区同质化建

设的有效路径&

!三"将健康元素与温泉旅游业相结合'是温

泉旅游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升#健康

养生已成为民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因此#

将健康元素与温泉旅游业相结合#将成为温泉旅

游业后续发展的方向#基于此#温泉旅游应该在温

泉保健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提升#并突出温泉的

保健功能&

另外#温泉旅游中蕴含的养生哲理和温泉水

自身的疗养功能#也是温泉旅游区别于其他休闲

旅游度假产品的独特优势#抓住了健康保养的主

题#也就掌握了温泉旅游的核心竞争力&

因此#如何将健康元素与温泉旅游产业相结

合#展示其真正可见的疗养功效#也是温泉旅游企

业后续亟待整体思考的问题&

结语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经济又处于重要的转型

时期#在发展经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的同时#兼顾自然资源的科学利用与生态环

境保护#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稳步提升%城乡差距的

逐步缩小%假日制度的日趋完善#我国温泉旅游市

场会进一步呈现巨大的后发优势#并步入大众消

费阶段& 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温泉用

途还会愈来愈广#其资源价值也会愈来愈高#这都

预示着温泉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上升空间巨大&

但与此同时#)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只

有顺应时代发展洪流#对温泉资源进行科学规划%

合理使用%依法管理#才能保障温泉旅游产业健康

持续发展!

&

45-M&/5"(/5-O-,-'"LF-%/"(

)"/1L$+%64"#$+.F+%K5+%&

;<R:(F'?0'0O

"B/Q''U'KD/'0'Y(/LF0& MF0FOHYH0I# EF0/QF0OR0(SHJL(IT# EF0/QF0O**##*$# GQ(0F$

,1#)-2$)! \FLH& '0 IQHIJF0LK'JYFI('0 'KIQH/>JJH0IL'/(FU/'0IJF&(/I('0L# IQHLIFIHQFLK>JIQHJLIJH0OIQ?

H0H& IQHL>ZHJS(L('0 'KIQHH@ZU'(IFI('0 F0& >I(U(_FI('0 'K0FI>JFUJHL'>J/HL(0 'J&HJI'K'LIHJIQH'SHJFUUVFUF0/H

VHIWHH0 H0S(J'0YH0IFUZJ'IH/I('0 F0& H/'0'Y(/&HSHU'ZYH0I)8>HI'IQHO'SHJ0YH0I[LYF/J'?/'0IJ'U'0 IQH

JHFUHLIFIHYFJ1HIF0& 'IQHJYFJ1HIH/'0'Y(/KF/I'JL# FUFJOHFY'>0I'KK>0&LQFLZ'>JH& (0I'IQHQ'ILZJ(0O

I'>J(LY(0&>LIJT)PJF&(I('0FUUFJOH?L/FUHQ'ILZJ(0OI'>J(LYH0IHJZJ(LHLQFSHOJF&>FUUTVJ'1H0 IQJ'>OQ IQHU(Y(?

IFI('0L'KQ'ILZJ(0OFJHFI'&HSHU'Z '>IWFJ&L# 'IQHJITZHL'KH0IHJZJ(LHLQFSHFUL'(0SHLIH& (0 IQHK(HU& 'KQ'I

LZJ(0OI'>J(LY# JHL>UI(0O(0 IQFIIQHL/FUH'KQ'ILZJ(0OI'>J(LY(0SHLIYH0I(LOJ'W(0O)PQ>L# Q'ILZJ(0OI'>J(LY

(0&>LIJT/'YZHI(I('0 (LVH/'Y(0OLIJ'0OHJF0& LIJ'0OHJ)m(IQ IQHOJF&>FUHLIFVU(LQYH0IF0& (YZJ'SHYH0I'KIQH

Q'ILZJ(0O(0&>LIJTFLL'/(FI('0# IQH(0&>LIJTYF0FOHYH0I'KQ'ILZJ(0OI'>J(LY(LVH/'Y(0OY'JHF0& Y'JH

LIF0&FJ&(_H&)C'WHSHJ# IQHJHFJHOH0HJFUUTLI(UUYF0TZJ'VUHYL# L>/Q FLUF/1 'KQ'ILZJ(0OUHO(LUFI('0# />UI>JFU

/'00'IFI('0# F0& H0S(J'0YH0IFUFWFJH0HLL)P'IQ(LH0&# IQH(0IJ'&>/I('0 'KIQHQ'ILZJ(0OUFWFLL''0 FLZ'LL(?

VUH# F0& S(O'J'>LH@/FSFI('0 'KIQHH@(LI(0O/>UI>JFU/'00'IFI('0 (LF0 (0HS(IFVUHIJH0& I'ZJ'Y'IHIQHQHFUIQT

F0& JFZ(& &HSHU'ZYH0I'KQ'ILZJ(0OI'>J(LY(0&>LIJT(0 GQ(0F)

3+4 (&-5#! Q'ILZJ(0OL- Q'ILZJ(0OI'>J(LY- I'>J(LY(0&>LIJT

"责任校对5王小飞#

4,$

!

王永强!'温泉旅游理论%实践与案例研究(#旅游教育出版社 !#$4年版#第 *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