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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河清/ Heqing Zhang

教授/博士生导师/Professor/Ph.D Supervisor

博士（四川大学）/Ph.D. (Sichuan University，SCU) 

电子邮箱/Email：lyzhq8007@gzhu.edu.cn；zhq8007@163.com

办公电话/ office phone：020-39366856  传真/Fax：020-39366845

办公地址：510006 广州市大学城外环西路230号 广州大学文逸楼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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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职务/ Present  Occupation

广州大学旅游学院（中法旅游学院）院长/Dean ,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国际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De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Studay of Tourism and Culture Synergies,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广东旅游竞争力评价研究中心主任/ Director, Research Center of Tourism Competiveness Evaluation,GuangDong

世界优秀旅游目的地组织&广州大学联合研究中心主任/ Director, Joi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World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Destin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南粤古驿道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中心主任/ Director, Research Center on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outh China Historical Trail

学术头衔/Academic Title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0）

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2010）

广州市“羊城学者”中青年学术带头人（2013）

学术与社会兼职/ Membership i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教育部高等学校旅游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13-2017；2018-2022）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旅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2015）

广州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论证专家（2015）

广东省首批A级旅游景区评定委员（2015）

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2016）

广东省旅游资源开发质量评定（认定）委员会委员（2017）

Page 3 of 16张河清教授-广州大学管理学院(旅游学院/中法旅游学院)-Institut Franco-chinois du Tourisme de l'Université de Canton

2021/1/5http://ly.gzhu.edu.cn/info/1244/2406.htm



世界优秀旅游目的地组织（MED）专家委员会委员（2017）

先后被梅州市、肇庆市、惠州市、韶关市、清远市、湛江市、江门市、南雄市、清新县、龙门县、新兴县、揭西县、博罗县、广州市增城区、广州市

从化区、佛山市南海区、英德市等20多个市（县）人民政府和“今日头条”、凤凰网旅游频道等旅游类媒体聘为旅游发展专家顾问。

工作履历/ Work Experience 

①1990.07-2003.11：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人文学院、管理学院工作（1996年讲师、2000年破格评为管理学副教授）

②2003.12-2008.06：湘潭大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教授（2003.12-2007.11；2005年评为管理学教授）、湖南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南红色旅游研究

基地”首席专家（2005-2008）；湘潭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党委书记（2007.12-2008.06）

③2008.07-2011.06：广东商学院（现广东财经大学）旅游学院教授、院长

④2011.07至今： 广州大学旅游学院（中法旅游学院）教授、院长

研究方向/Research Fields

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 Tourism Planning

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旅游竞争力评价/ Tourism Competiveness Evaluation

传统村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Traditional Villag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主讲课程/Courses

旅游学概论(本科生) / Introduction of Tourism

中国的世界遗产 (本科生) / The World Heritage of China

旅游研究方法（研究生）/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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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规划与开发研究（研究生）/ Research on Tourism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文化遗产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研究生）/ Research on Cultural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旅游竞争力研究（研究生）/ Research on the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近年主要研究课题/Research Projects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南粤古驿道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研究（批准号：19FSHB007）2019.09-2022.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民族传统聚落文化生态基因信息图谱建模与应用研究(批准号：71473051)，2015.01-2018.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竞合机制及其绩效评价研究（批准号：70973029），2010.01-2013.12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区域竞争与区域协作问题研究（批准号：03CJY018），2003.09-2005.12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旅游竞争力评价体系研究（批准号：NCET-10-0086）,2010.01-2013.12

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高等学校重点专业（旅游管理）建设项目【广东省质量工程】2020-2022

广东省教育厅：中法合作旅游教育综合改革（批准号：粤财教【2014】564号），2015.05-2016.12

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大学-广之旅国际旅行社实践教育基地（批准号：粤教高函【2012】204号），2012.12-2014.12

主要社会服务/Social Services

《英德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英德市文广旅体局，2019-2020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研究》新华文旅，2019.

《南粤古驿道文化遗产精品线路研究》广东省旅游局，2018.

《佛山市南海区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研究》佛山市南海区委宣传部，2018.

《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历史文化街区申报世界优秀旅游目的地》广州市越秀区政府，2017.

《南粤古驿道文化遗产综合研究》中国南粤古驿道联合研究中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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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研究（2017）》广东旅游竞争力评价研究中心，2017.

《广东省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实施方案专项研究》广东省旅游局，2016.

《广东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研究（2010-2016）》广东旅游竞争力评价研究中心 ，2010-2016.

《清远市北江文化旅游精品线路专项规划》清远市委宣传部，2013.

《广州市从化区“十三五”旅游规划纲要》广州市从化区旅游局，2015.

《博罗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博罗县文体旅游局，2016.

《环罗浮山乡村旅游经济带专项规划》博罗县文体旅游局，2016.

《韶关南雄市珠玑镇石塘村旅游扶贫规划》广东省旅游局，2016.

《韶关南雄市珠玑镇梅关村旅游扶贫规划》广东省旅游局，2016.

《校景合一：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旅游规划设计》，2015.

《南海星月湾都市庄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佛山市南海区，2014.

《中山市发展游艇旅游的创新模式研究》中山市旅游局，2013.

《株洲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株洲市人民政府，2011.

《湖南攸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攸县人民政府，2011.

《湖南酒埠江旅游区规划修编》攸县人民政府，2010.

《南海区旅游发展“十二五”规划》佛山市南海区旅游局，2010.

《三水区旅游品牌经营与营销策划》佛山市三水区旅游局，2010.

《云峰湖国际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云峰湖旅游区管委会，2010.

《南海西樵山旅游品牌经营与营销策划》南海区旅游局，2009.

《岳阳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岳阳市政府，2006.

《韶山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韶山市政府，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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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回县旅游业品牌经营规划与策划》隆回县政府，2006.

《湘乡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 湘乡市政府，2006.

《湘潭县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湘潭县政府，2006.

《通道侗族自治县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通道县政府，2006.

《湖南湄江旅游区旅游发展规划与策划》涟源市政府，2006.

《湖南新田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新田县政府，2005.

《桂阳县旅游发展可行性研究》桂阳县政府，2005.

主要教学科研获奖/Awards

《广东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若干意见”政策研究》（研究报告类），文化和旅游部研究成果优秀奖，2019.04

《“空间正义”视野下资本契入旅游空间实践的耦合效应》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旅游专业委员会“第八届中国民族旅游论坛优秀论文”一等

奖，2017.08

《南粤古驿道文化遗产廊道田野调查》（研究报告）获广东省人民政府许瑞生副省长批示，2017.07

《民族传统聚落建筑景观基因识别与活化利用研究》2017年“广东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之‘文化旅游与特色小镇’论文三等奖”2017.10

《民族传统聚落旅游价值认知的中西方差异》（原载《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7年第5期转载主要观点。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竞合机制及其绩效评价研究》 “国家旅游局优秀学术成果三等奖”（专著类），2016.05

2015年中国会展教育论坛优秀人物奖，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2015.04

2015年度中国会展教育名师奖，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2015.05

2013年度会展教育优秀教师，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2013.05

《区域旅游产业集聚绩效及竞争态势比较研究——基于广东省21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国家旅游局优秀学术成果三等奖” （论文类），2013.02

《构建教学与科研互动模式，培养旅游管理创新人才》湖南省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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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旅游管理专业“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初步探索》湖南省旅游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2005

《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理论与实践》湘潭市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06

《实施区域协作，构建“大湘西”旅游发展新平台》湘潭市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四等奖，2005

《旅游开发的跨省际协作问题实证研究》“湘潭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2006

《导游学教学改革与实践的探索》“湘潭大学教学成果三等奖”，2006

《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湖南旅游业发展战略与产品创新研究》湖南科技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2007

“全国旅游院校最具影响十大名师”中国旅游饭店协会等单位联合颁发，2009.06

《新田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8中国企业策划金奖案例奖，中国生产力学会等单位联合颁发.2008.06

主要论著/Publications
（一）学术著作与教材

《南粤古驿道文化遗产廊道研究》（著作）科学出版社，2020.06

《岭南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著作）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06

《大数据与广东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研究》（著作）中国经济出版社，2018.03

《旅游景区管理》（教材）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03

《中外合作办学的理论与实践——广州大学“中法旅游教育合作项目”15周年回顾＆前瞻》（著作）广东旅游出版社，2017.09

《会展旅游·第二版》（教材）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07

《广东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研究》（专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12

《旅游业跨区域联合发展的竞合机制及其绩效评价研究》（专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09

《会展管理核心课程创新系列教材》（总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08

《会展旅游·第一版》（教材）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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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民族旅游开发导论》（专著），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06

《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理论与实践》（专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03

（二）学术论文

【2020】

[1]Xiaobo Su & Heqing Zhang *: Tea drinking and the tastescapes of wellbeing in tourism, Tourism Geographies,https://doi.org 

10.1080/14616688.2020.1750685；(SSCI.Q2)

[2]Gao Yuanheng； Wang Leilei；Zhang Heqing* Thoughts on the Protection of Endangered Animal Resour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s.REVISTA CIENTIFICA-FACULTAD DE CIENCIAS VETERINARIAS ；卷: 30,期: 1,页: 112-120: 2020. (SCI.Q4)

[3]Zhou  Ersan ；Zhang  Heqing*. Human action recognition toward massive-scale sport sceneries based on deep multi-model feature 

fusion: Signal Processing: Image Communication, https://doi.org/10.1016/j.image.2020.115802 .(SCI.Q2)

[4]Zhang Heqing; Ma Jing; Su Xiaobo* .Big data and evaluation of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of coun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dvances i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Computing, v 1117 AISC, p 894-900, 2020, Big Data Analytics for Cyber-Physical System in Smart 

City, BDCPS 2019(EI检索)

[5]Wang Leilei ；Zhang Heqing*.Smart tourism management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Advances i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Computing, v 1117 AISC, p 282-288, 2020, Big Data Analytics for Cyber-Physical System in Smart City, BDCPS 2019(EI检索)

【2019】

[1]Yiping Li，Heqing Zhang*，Dian Zhang，Richard Abrahams. Mediating urban transition through rural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https://doi.org/10.1016/jannals.2019.01.001.（SSCI，Q1）

[2]Su Xiaobo；Zhang  Heqing*；Cai Xiaomei. Lifestyle, profit, and the selling of home to tourists in Lijiang, China.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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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ES.

https://doi: 10.1080/14616688.2019.1708447(SSCI,Q2)

[3]Heqing  Zhang  &  Zhaojun  (Steven)  Li*.  Intelligent  travelling  visitor  estimation  model  with  big  data  mining.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s， https://doi.org/10.1080/17517575.2019.1590860.（SCI，Q1）

[4]Ruijiang Nan；Heqing Zhang* . Multimedia learning platform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cloud environment.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   

https://doi.org/10.1007/s11042-019-08187-8.(SCI，Q2)

[5]Guobin  Chen；Heqing  Zhang*.Remote  Sensing  Image  Monitoring  and  Recognition  Technology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Rare  Wild 

Animals.REVISTA CIENTIFICA-FACULTAD DE CIENCIAS VETERINARIAS,卷: 29 期: 2 ,页: 301-311.2019（SCI，Q4）

[6]Leilei Wang and Heqing Zhang*.The Impact of Marine 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https://doi.org/10.2112/SI94-117.1(SCI，Q4)

[7]少数民族村寨旅游整合开发策略研究—以武陵山片区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9,40(10):151-156.

[8]“空间正义”视角下资本契入旅游空间实践的耦合效应—以肇兴侗寨为例[J].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9(05):34-39.

[9]云计算下景区游客流量数据实时跟踪预测仿真[J].计算机仿真,2019,36(10):467-471.

[10]南粤古驿道“文化基因图谱”初探[J].教育教学论坛,2019(45):115-117.

[11]高校旅游管理专业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19):96-97.

[12]平衡计分卡视角下高校旅游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J].四川旅游学院学报,2019(05):88-92.

[13]研学旅游的价值与意义及研学基地建设实践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18(14):101-103.

[14]主题公园旅游资源分类与利用研究——以广州长隆欢乐世界为例[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18(14):107-109.

[15]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广东省5A级景区质量评价研究[J].四川旅游学院学报,2019(04):76-81.

[16]国内教育类展会现状与对策研究—兼谈德国的经验与启示[J].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9(03):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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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特殊区域旅游竞争力评价研究—基于广东省14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实证分析[J].生态经济,2019,35(07):135-140.

[18]广东省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旅游效率研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3(02):109-114.

[19]乡村振兴进程中民族特色村寨旅游扶贫策略研究——以贵州黎平县堂安村为例[J].经济论坛,2019(02):140-143.

[20]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南粤古驿道旅游价值评价体系分析——以西京古驿道乳源段为例[J].中国市场,2019(04):19-22.

[21]民族传统聚落旅游目的地网络旅游感知研究——以“肇兴侗寨”为例[J].四川旅游学院学报,2019(01):80-82+91.

【2018】

[1]Zhang Heqing, Li Yiping *, Tourism and China's ethnic rurality: A tale of two villages .ANTHROPOLOGICAL NOTEBOOKS,卷: 24 ；期: 1 

；页: 23-39（SSCI，Q4）

[2]Guobin  Chen,Heqing  Zhang*.Species  and  Distribution  of  Wildlife  in Wetland  Eco-environment.  REVISTA  CIENTIFICA-FACULTAD  DE 

CIENCIAS VETERINARIAS,卷:28,期:6;页:420-428,（SCI，Q4）

[3]He-qing Zhang, Jia-hao Xiang, Lei-lei Wang, Xiao-bo Su.Construction of a Big Data Platform System of Wisdom 

Touris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Soft Computing，2018.07.

[4]Heqing Zhang,Jiahao Xiang, Leilei Wang, Xiaobo Su.Si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Dynamic Trend of Tourism Big Data Based on Feedback 

Constrain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cience,2018.04.

[5]基于网络文本分析的民族传统聚落旅游感知研究——以“肇兴侗寨”为例[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05):39-46.

[6]南粤古驿道旅游资源分类评价与开发研究——基于8条示范段的实证分析[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06):102-108.

[7] “一带一路”背景下线性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以南粤古驿道为例[J].当代经济,2018(17):77-79.

[8]广州市北京路文化旅游区旅游吸引力提升研究[J].现代商业,2018(25):63-64.

[9]亲子旅游产品开发与培育研究——基于同程旅游和驴妈妈网的调研报告[J].中国市场,2018(26):131-132.

[10]文化景观基因研究综述[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8,31(16):1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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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旅游对员工幸福感影响研究综述[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29(15):104-106.

[12]东莞南社明清古村落旅游开发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8(16):54-55.

[13]旅游廊道视角下南江古水道旅游开发探究[J].经济论坛,2018(07):84-87.

[14]大数据下广州五星级酒店服务质量研究——以广州花园酒店为例[J].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18(03):24-28.

[15]基于IPA方法的肇兴侗寨旅游吸引力评价研究[J].经济论坛,2018(06):30-36.

[16]基于数字足迹的古驿道旅游客流时空特征研究——以南雄梅关古道为例[J].四川旅游学院学报,2018(03):74-77.

[17]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化县乡村旅游发展研究[J].中国市场,2018(11):30-31.

[18]乳源西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初探[J].经济论坛,2018(01):56-59.

【2017-2011】

[1]滨海旅游社区增权测评的指标体系与实证研究——以广东阳江海陵岛为例[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45(03):94-99.

[2]民族传统聚落旅游价值认知的中西方差异——以中国“堂安侗寨”为例[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04):1-10.

[3] GIS在自然保护区旅游规划中的应用——以广东长潭自然保护区为例[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12):86-92.

[4]旅游交通网络空间布局与优化研究——以新疆为例[J].旅游论坛,2017,10(05):80-89.

[5]全域旅游视野下环罗浮山乡村旅游发展战略研究[J].经济论坛,2017(09):60-62.

[6]武陵山片区旅游业内生发展的社区居民制度增权机制[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7(04):9-12.

[7]广州国际美食节发展现状及对策探究[J].中国市场,2017(19):91+133.

[8]我国智慧酒店建设研究——以杭州黄龙酒店为例[J].经济论坛,2017(06):121-123.

[9]“互联网+”背景下传统旅行社的创新发展研究[J].经济论坛,2017(05):80-82.

[10]武陵山片区旅游业内生发展的社区居民制度增权的对策[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7,34(03):38-41.

[11]全域旅游视角下博罗县乡村旅游发展研究[J].经济论坛,2017(01):48-53.

Page 12 of 16张河清教授-广州大学管理学院(旅游学院/中法旅游学院)-Institut Franco-chinois du Tourisme de l'Université de Canton

2021/1/5http://ly.gzhu.edu.cn/info/1244/2406.htm



[12]民族传统聚落建筑景观基因识别与活化利用研究（会议论文，第1作者）2017年“广东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之‘文化旅游与特色小镇’论坛，

2017.10.

[13]HeQing Zhang ,YiFei He.Chinese Practic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Gene of Ethnic 

Traditional Settlement【会议论文】（第1作者），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Wuganda-China Cultural Heritage Pretection and Exploitation(中

乌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国际研讨会)非洲•乌干达，2016.12.

[14]广州旅游市场进出壁垒分析[J].市场论坛,2016(11):81-84+90.

[15]幸福导向型产业发展模式下的休闲旅游营销策略分析——以惠州市龙门县为例[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30(18):36-37.

[16]标志景区溢出价值及定价模型实证诠释[J].资源科学,2014,36(09):1889-1897.

[17]精益思想在旅行社服务中的应用[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4(06):37-38.

[18]人类学视野下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原真性研究——对湖南通道“皇都侗寨”的考察[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7(04):148-153.

[19]展览会专业观众行为特征研究——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例[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02):40-47.

[20]广东省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体系研究[J].经济地理,2012,32(09):172-176.

[21]我国展览服务业空间集聚实证研究——基于多维指标的比较分析[J].岭南学刊,2012(02):84-91.

[22基于文化视角的游客满意度研究[J].社会科学家,2011(01):79-83.

【2010及以前】

[1]基于博弈论的“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协作问题研究[J].旅游学刊,2009,24(06):36-41.

[2]区域旅游产业集聚绩效及竞争态势比较研究——基于广东省21个城市的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10,30(12):2116-2121.

[3]辐射理论在区域旅游合作中的应用[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12):36-40.

[4]区域旅游业竞合发展实证研究——基于珠三角与长三角城市旅游竞争力的比较分析[J].经济地理,2010,30(05):871-875.

[5]关中—天水城市群旅游空间结构分析与优化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40(05):89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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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体育旅游研究的国内外比较分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9,33(04):54-58.

[7]县域旅游资源定量评价与整合开发策略——以湘西古丈、永顺两县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9,25(05):463-465+448.

[8]基于PPT战略的贫困地区旅游开发研究——以湖南省新田县为例[J].商业研究,2009(05):159-162.

[9]城市外来人员对构建和谐城市游憩的影响探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9,16(04):168-170+163.

[10]红色旅游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研究[J].经济地理,2009,29(03):521-524.

[11]红色旅游城市的市场竞争态分析——以6大红色旅游城市为例[J].旅游学刊,2008(11):26-29.

[12]湖南入境旅游市场开发新探——基于亲景度与市场份额分析[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24-27.

[13]红色旅游深度开发与大学生户外运动互动发展——以长株潭为例[J].经济地理,2008(04):692-695.

[14]我国高校聘用制改革问题与对策实证研究[J].理工高教研究,2008(03):1-4.

[15]红色旅游研究现状与展望[J].城市发展研究,2008(03):30-33.

[16]秦直道旅游开发问题探讨[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01):59-63.

[17]著名风景区“边围地区”旅游开发研究——以桂林市灌阳县为例[J].城市问题,2007(05):46-50.

[18]基于乡村旅游“围城”效应的社区居民受益机制研究[J].生态经济,2007(01):224-226.

[19]论开埠通商对湘江流域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影响——以长沙、岳阳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2007(02):112-115.

[20]商业城市发展与变迁的内外条件——以明清时期洪江古商城为例[J].求索,2007(02):82-84.

[21]中国区域旅游协作系统研究[J].开发研究,2007(01):126-129.

[22]湘江流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开发战略[J].经济地理,2007(01):169-172.

[23]省际边界民族地区城市发展动力研究——以湘西洪江古商城发展变迁为例[J].社会科学家,2007(01):30-33.

[24]基于博弈论的政府主导型旅游目的地公共品牌构建研究[J].生态经济,2006(12):92-94.

[25]区域旅游协作的利益博弈及策略研究[J].开发研究,2006(05):81-84.

[26]迟发展效应对我国建设红色旅游区的启示[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81-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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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析[J].旅游学刊,2006(09):75-79.

[28]基于区域旅游协作背景下的旅游人力资源管理——以“大湘西”为例[J].经济地理,2006(04):702-705+709.

[29论湘西苗寨旅游发展中的问题及其对策[J].生态经济,2005(12):92-94.

[30]“核心-边缘”理论在南岳衡山区域旅游产品开发中的运用[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03):68-71+89.

[31]旅游开发的跨省际协作问题实证研究——建立“中国侗文化旅游圈”的开发设想[J].经济地理,2005(03):414-417.

[32]铸造旅游名牌——中国旅游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J].商业研究,2005(07):175-177+181.

[33]湘西地区旅游人力资源协调管理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147-149+156.

[34]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迟发展效应与后发优势及创新对策[J].开发研究,2005(01):113-116.

[35]民族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解读[J].求索,2005(01):94-96.

[36]对构建“大湘西”旅游圈的初步设想[J].经济地理,2004(04):556-559.

[37]张河清,方世敏.实施区域协作,构建“大湘西”旅游发展新平台[J].开发研究,2004(01):38-41.

[38]实施区域协作是湘西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对构建“大湘西”旅游品牌的初步思考[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06):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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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西路230号广州大学文俊东楼 电话：020-39366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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