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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3 旅游管理 研究生招生专业介绍

（层次：硕士）

【专业特色】旅游管理是工商管理学下的应用性二级学科。学科依托于学校的农林优势并结合

学院土地资源管理、环境科学与工程等特色专业发展迅速，形成具有农林特色的旅游管理学科。

学科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和地方的“乡村振兴”、“美丽中国”、“旅游强省”等发展战略，通过承

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省部级各类课题和国际合作项目，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旅游规划与营销策划、旅游生态管理等方面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旅游管理学科 2002年

招收本科学生，2011年获得旅游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并于次年开始招生。

【师资力量】本专业现有专任教师近 10人，其中教授 2人，副教授 3人，博士生导师 1 人，

具有博士学位 5 人，国家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对象 1人，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 1

人，校级优秀教师 2人。

王立国，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土学院旅游管理硕

士点及学科负责人，首批国家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

对象，江西省“远航工程”人选，南昌市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江西农业大学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生态

学会旅游生态委员会委员，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未来研究分会

资深委员，江西省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副会长，江西省旅游

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西省生态学会理事。研究涉及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旅游与村庄规划、旅游生态管理、乡村振兴等

方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教育

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1项，主持文旅部、江西省社科规划课题

等省部级科研项目 10 多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60

多篇，其中 SCI、SSCI、CSSCI、CSCD 等索引 20 多篇，出版专

著及编著 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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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屏，博士/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旅游者行为、乡村旅游、生态旅游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

作，任中国生态学会旅游生态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西省旅

游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西省旅游协会常务理事、江西

省生态学会协会会员、江西省林学会会员。主持和参与国

家级、省部级等课题二十余项，在 CSSCI、北大中文核心、

A刊等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出版专著一部，国家专利

两项，获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彭真，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旅游教研室专职教

师，主要从事旅游管理、礼仪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从教 21

年，始终以满腔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投入教学与科研，

主讲研究生“康养旅游”、“旅游业态管理”等课程。主持

和参与教育教学类相关课题 7项，科研课题 6项，发表论

文 20 余篇。曾获“大北农教学标兵”、“校级优秀教师”、

“校级优秀班主任”等称号。

【教学条件】本学科点拥有包括江西省自然资源利用科技与管理创新研究基地、南昌市乡村旅

游发展研究中心、江西农业大学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中心等在内的省市厅级实验室和中心；专业

实验室面积 150m2；与江西省凤凰沟风景区等共建科研与人才培养基地 3 个，为科研和教学

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科教成果】近年来，主持承担科研项目 20余项，其中国家级 3项，省部级 10 余项。研究

成果获校级教学成果奖励 3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 个，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其中 SCI

/SSCI/SSCI/CSCD等 20多篇，A类刊物 1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 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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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本学科以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生态学等课程体系为基础，使研究生掌握旅

游管理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与技能，了解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国内外科技发

展动态，能熟练运用经管类等学科知识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能够较好地掌握本专业

的现代实验方法和技能。具体要求：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较高人文素养，具有坚实的专业理论

基础和宽广的知识面，掌握现代研究方法和技术，能洞察国内外的研究动态，以及独立分析和

解决本学科理论与实际问题的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较为熟练地掌握行业国际发展动态

的旅游管理专业人才。主要培养旅游管理理论扎实、实际操作能力较强，具有未来发展能力，

能在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事业单位、旅游院校等从事旅游资源开发、旅游规划与设

计、行政管理、旅游服务及教学培训等工作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学制学位】三年，授予管理学硕士学术学位。

【发展前景】能够在经营、策划、地方行政等方面的创新者，改革旅游事业和产业的创业者、

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和振兴区域旅游经济的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