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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10小题,每小题2分,共20分。请在给出的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目要求

的一项)

1.A 2.B 3.D 4.C 5.B

6.D 7.B 8.A 9.C 10.A
 

二、判断正误题(本题共15小题,每小题2分,共30分。以下叙述中,你认为正确的选“√”,错误的

选“×”)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三、简答题(本题共3小题,每小题10分,共30分)
 

26.简述旅游的基本要素。

答:(1)旅游者。旅游者是旅游主体,是最基本、最活跃、最主要的因素。旅游活动首先是由旅

游者的内在需要和活动产生的。没有旅游者及其内在需要就不会有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一切旅游

活动都要围绕旅游者这一主体来展开。(4分)

(2)旅游资源。旅游资源是旅游客体,是吸引旅游者、激发旅游者旅游动机和现实需要的直接

因素,是旅游活动不断丰富的条件和载体,更是旅游供给保障和旅游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旅游资源

来自自然禀赋和人类社会发展中形成的物质资源与文化积淀。(3分)

(3)旅游业。旅游业是旅游媒介,是实现旅游活动的条件和手段。旅游业是旅游者和旅游资源

之间的桥梁和纽带,通过旅游交通、旅游食宿、旅游活动组织等方式和手段,为旅游者实现旅游活动

提供条件和服务保障。(3分)

27.简述旅游者的特点。(答对任意5点得满分)
 

答:(1)主体性。主体性是旅游者的核心特点,是由旅游活动关系决定的。旅游包括旅游者、旅

游资源和旅游业三个基本要素,其中旅游者是旅游主体。

(2)文化性。文化性是旅游者的内源性特点,是由旅游活动的基本属性决定的。旅游产生和发

展的基因是社会文化,旅游提供的是满足人们生存和安全需要后的包括精神和物质需要的更高层

次需要,更多的是精神文化需要,体现的是人的本源性需要。

(3)异地性。异地性是旅游者最基本的特点,是由旅游的异地流动性特点决定的。旅游的条

件、形式、内容、目的、效果等各个方面都直接体现旅游者的异地性特点。离开惯常居住地到异国他

乡旅行是旅游活动形成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形式。

(4)差异性。差异性也是旅游者自身显性的基本特点,是由旅游者的地域性和个性特点决定

的。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自然环境、经济水平、社会体制、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不同,其旅游者

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5)发展性。
 

发展性是旅游者的成长变化特点,是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条件决定的。在经济

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科技文化发展不断加快、社会生活方式不断变化、消费水平不断提升的大背景

下,旅游者的成长变化非常显著。
 

(6)社会性。社会性是旅游者的社会关系特点,是由旅游活动的社会联系和影响决定的。旅游

是具有社会属性的行为和活动,也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旅游的产生和形成离不开一定的

社会环境和条件。
 

28.简述旅游业的构成。

答:旅游业是由多个部门和行业构成、满足旅游活动多方面需要的综合性产业。

(1)三大支柱说。根据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以及对从事旅游业务的具体部门的分析,旅游

业主要由三个行业领域的企业或部门构成,即旅行社、交通客运部门和以旅馆为代表的住宿业部

门,这些部门或行业领域的企业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三类旅游企业。在我国,也习惯于将旅行社、

旅游饭店和旅游交通并称旅游业的三大支柱。(3分)

(2)五大部门说。五大部门说,即将旅游业划分为五个部门。这五个部门具体为旅行社、交通

客运、住宿业、游览场所四个经营部门和各级旅游管理组织。(2分)

(3)八个部分说。八个部分说认为旅游业由八个部分共同构成。这八个部分既包括直接满足

旅游活动需要的六大要素行业,即旅行社、住宿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游览娱乐业、旅游购物业,

又包括各级旅游管理机构和各种类型的旅游业组织。(3分)

(4)旅游企业说。旅游企业说主要是从旅游业的企业构成认识旅游业。旅游企业可划分为直

接旅游企业和间接旅游企业。(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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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述题(本题共1小题,每小题20分,共20分)

29.论述我国旅游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答:(1)“互联网
 

+”将使跨界融合成为新常态。“互联网
 

+”一词出现在
 

2015年3月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后,迅速成为一个
 

“热词”。与
 

2000年出现的
 

“+互联网”
 

(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内涵不

同,“互联网
 

+”是以互联网思维颠覆、改造、重构和提升传统产业。互联网时代的本质特征是互动、

连接、网络、共享;互联网时代的前进方向,就是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
 

“任意互动、无线连接的网络

体”。“互联网
 

+”直接推动了跨界融合,极大地激发了各行业创新创业的热情和想象力,不断创新

盈利模式,演绎新的互联网商业逻辑。(4分)

(2)移动智能终端将成为旅行生活的必需品。移动互联网改变了过去只能作用在
 

“游前”(提

前安排行程、预订酒店客房等)和
 

“游后”
 

(点评、投诉或推荐),实现了
 

“游前、游中、游后”
 

的全游

程覆盖,特别是实现了
 

“游中”的场景化消费、
 

“四导”
 

(导航、导游、导览、导购)、即时通信
 

(信息查

询、图文照片分享等)
 

及移动支付等。(4分)

(3)O2O的无缝连接将成为在线旅游竞争的制高点。线上的体验再好,旅游服务供应商的承

诺也必须在线下予以兑现。我国旅游电商企业在争夺线上入口的同时,更加关注对线下资源的掌

控,进而全面实现了
 

O2O的无缝连接。平台化和开放化成为旅游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趋势,以去

哪儿网为代表的平台型企业得以快速发展。(3分)

(4)大数据的应用与社会媒体将实现市场的全覆盖。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一种重要的资

源,数据采集和数据挖掘成为旅游电子商务的核心竞争力,大数据技术与长尾理论的结合可以有效

地深入到利基市场,低成本实现市场的全覆盖。(3分)

(5)旅游目的地政府职能将由管理向服务转变。大数据和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

用要求旅游目的地政府职能由传统的行业管理和部门行政管理向公共服务转变,包括编制旅游目

的地规划、向广大中小型企业和散客旅游者提供公共信息服务、整合目的地碎片化的信息资源、提

供公共安全服务、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服务质量标准化、旅游统计,以及目的地整体形象营销等。(3分)

(6)智能旅游将推动现代旅游业创新发展。旅游信息化发展的重要趋势就是以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旅游创新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将深刻影响旅游信

息获取、供应商选择、消费场景营造、便利支付以及社交分享等旅游全链条。(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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