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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围绕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这一核心问题，通过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科学界定旅

游业竞争力的相关概念，系统梳理旅游业竞争力的理论基础，全面分析旅游业竞争力的

影响因素，理性阐释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的现实状况，进而提出加快提升重庆市旅游业

竞争力的具体路径。就现实而言，提升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为此，本书开展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问题研究，意在为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的提

升提供理论参考，为重庆市旅游经济发展提供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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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江燕玲同志基于对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深入研究

而写作完成的一部著作。

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旅游业发展，是适应人民

群众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对于扩大社会就业，增加民众收

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生态环境改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意义重大。

“十二五”期间，我国旅游业发展迅猛，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品体系日益完

善，市场秩序不断优化，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达到４．３３％，逐

渐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２０１４年８月９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旅游

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境内旅游总消费额将达到５．５万

亿元，城乡居民年人均出游人次将达到４．５次，旅游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重超过５％。２０１５年８月４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

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要求实施旅游基础设施提升计划，加大改革

创新力度，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工作，推动旅游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旅游业竞争力是指特定区域的旅游产业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区

域更有效地向市场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并能获得盈利和产业持续发展的

能力。旅游业竞争力是界定特定区域旅游产业发展规模和质量的一项重要

标准。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扩大对外开放先行区和全

国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区，凭借其独特的自然旅游资源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旅

游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在“十三五”期间将把旅游业培育成为重庆市综合性

战略支柱产业，建成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但随着旅游业外部竞争加剧及

内部发展的不平衡，重庆市旅游业发展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和现实挑战。基

于此，深入研究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江燕玲同志长期致力于旅游业发展的相关研究，对旅游业如何加快发



展等问题具有一定的敏锐性和洞察力。《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研究》一书正

是她结合实践经历和理性思考，着眼国际国内旅游发展形势，聚焦理论研究

发展前沿，集中探索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实然与应然的一部力作。整个研

究紧扣提升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这一现实课题，在广泛收集研究文献资料

的基础上，系统阐释旅游业竞争力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深入分析旅游业

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理性分析旅游业竞争力的现实状况，针对性提出提升重

庆市旅游业竞争力的具体路径，为加快提升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提供了有

益借鉴。

眼下，江燕玲同志将基于对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深入研究而成的著作

予以出版面世，我倍感欣慰和喜悦，欣然应允为之作序。相信这是一本具有

特色、观点新颖，对全面提升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著作。

是为序。

罗兹柏

重庆师范大学

２０１６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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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第一节　研究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的意义

区域旅游竞争力是指各区域内旅游业在区域内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

的综合作用下，表现出来的争夺旅游市场和旅游发展要素，获取增长动力的

能力。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旅游需

求持续增长，旅游业发展非常迅速，国际和地区之间的旅游业竞争也愈加激

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提升重庆市旅游业的竞争力，是必须关注和

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研究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问题有必要深入分析问

题产生的时代背景，系统阐明开展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问题是时代的回声。研究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和现实意义，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为此，必须树立问题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探究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我国旅游业竞争力问题值得研究

旅游业是年轻的产业。如果把英国人托马斯·库克在１８４１年组织的第

一次铁路旅游作为现代旅游业开端的话，那么它的历史还不到两百年。虽

然现代旅游业诞生于１９世纪中叶，但从２０世纪以来，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却

为世界所瞩目。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全球旅游业发展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

度，年接待国际旅游者人数从１９５０年的２５００万人次增长到１９９９年的６．５７

亿人次，国际旅游收入从１９５０年的２１亿美元增加到１９９９年的４５５０亿美

元。进入２１世纪，世界旅游业继续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国际旅游人数、国



际旅游业收入均持续高速增长，并且高于全球 ＧＤＰ的增长速度。２０１０年，

国际旅游接待人数已达到１０亿人次；２０２０年，预计将达到１６亿人次。世界

国际旅游业的年均增长率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达到４．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将达到

４．４％，均高于全球经济年均３％的增长率。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旅游业发展。１９９２年６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做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提出要加快旅游业发展，提高旅游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１９９８年，党中央、国务院把旅游业确定为国民经济新

的增长点，全国各地纷纷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立足各地旅游资源

条件和产业发展基础，加快旅游交通、公共安全、卫生保障、生态环境、酒店

餐饮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旅游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配套功能，加快推进旅

游产业发展。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５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加快发

展旅游业的意见》，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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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

２０１３年２月 １８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民旅游休闲纲要（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同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开始实施，使我国旅游业走

向更加规范发展的道路。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１日，《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

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增强旅游发展动力、拓展旅游发展空间、优化旅游发

展环境、完善旅游发展政策等措施，进一步推动我国旅游业发展再上新

台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产业快速发展。一是旅游业发展成为大众化消

费产业。国内旅游从１９８４年约２亿人次到２０１５年的４０亿人次，增长了２０

倍。① 国民人均出游人次从１９８４年的０．２次到２０１５年的２．９次，增长了１５

倍。二是旅游业发展成为民生产业。１９７８年旅游直接就业人数为 ４５万，

２０１５年达到７７４５万，３７年翻了近７．３倍。② 三是旅游业发展成为综合性现

代产业。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５年，旅游业对住宿业的贡献率超过９０％，对民航

和铁路客运业的贡献率超过８０％，对文化娱乐业的贡献率超过５０％，对餐饮

业和商业的贡献率超过４０％。四是出入境旅游发展迅速。我国国际旅游也

从入境游为主发展到出入境旅游并重、深度国际化大交流、旅游外交功能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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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新阶段。入境旅游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８０．９２万人次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３３亿

人次，增长７２．５倍，年均增长１２．３％；①国际旅游收入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６３亿美

元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５８０亿美元，增长２２０．５倍，年均增幅达到１５．７％。②

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我国旅游业呈现出国内外市场

交融、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的竞争态势。伴随我国旅游业的快

速发展，我国城市旅游业也得到迅猛发展，城市旅游景点的大规模开发，城

市旅游客源市场逐步扩大，旅游经济已经成为很多城市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与此同时，旅游业快速发展引发和推动了区域之间旅游业的竞争，这种竞争

已经不仅仅是旅游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大旅游产业系统之间的

竞争，表现为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竞争。事实上，旅游业竞争力

的强弱是衡量一个地区旅游业成长潜力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

一个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作为拥有丰富旅游资

源的城市，如何合理利用各地的旅游资源，保持旅游业健康协调发展，增强

城市旅游业的整体竞争力，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值得学术界深

入探讨和研究。

（二）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亟待提升

旅游业是国民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综合性产业、战

略性产业、富民产业、绿色产业和可持续产业，具有关联性强、带动效应明显

等特点。从产业发展视角来看，旅游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互动正相

关关系，在促进和带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城市旅

游业发展对城市化进程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所谓城市化，是指由农业为

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

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

旅游业是一个涉及“食、住、行、游、购、娱”的综合性产业，城市旅游业的发展

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对城市环境的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面

貌改观等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且能够推动和增强城市的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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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旅游业能否持续快速发展和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和

较强的竞争能力，直接关系到城市经济的发展。

重庆，作为我国第四个直辖市和国家中心城市，随着旅游资源的大规模

开发，旅游基础设施的大幅度改善，旅游产品的丰富完善，旅游宣传推介的

持续加强，旅游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海内外得到极大的提升。截至２０１５

年，重庆共有Ａ级景区１９８个，星级饭店２３２家，旅游接待总人数达３．９２亿

次，旅游总收入达到２２５１．３１亿元，旅游业在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产业

地位愈加凸显。进入“十三五”时期，重庆市把旅游业确定为加快和率先发

展的产业之一。显然，加快重庆市旅游业发展，对于促进重庆市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重庆市旅游

业的发展仍然面临一些问题。例如，旅游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政府

对旅游业的支持力度有待加强，旅游业管理信息化水平较低，旅游业人才支

撑不足等。为此，如何进一步提升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实现重庆市旅游业

更好更快的发展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研究重庆市旅游业竞争

力问题，有助于重庆市明确自身的优势和不足，积极参与区域、全国乃至国

际旅游业的竞争，从而促进重庆市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的意义

旅游业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研究重庆市旅游

业竞争力问题，意在力求为重庆市旅游业更好更快发展提供理论借鉴，丰富

拓展旅游业竞争力研究的视域，为促进重庆旅游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力求为重庆市旅游业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旅游产业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决定了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因素是全方

位的。过去旅游产业基本是以资源为决定因素，认为只要有旅游资源优势，

就能实现经济收益。而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必须将旅游资源通过加工变成

社会产品或服务，使产品和服务顺利进入市场并且为消费者所购买，才能实

现旅游资源的经济化过程。这其中旅游资源以外的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可小

视。因此，区域旅游竞争力不能仅仅以旅游资源这一因素盖以蔽之，而必须

坚持多因素综合分析。旅游产业的地域垄断性以及产业的多因素相关性，

决定了各区域旅游产业之间具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其中，决定竞争胜负的

４ 　　 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研究




是竞争力，而竞争力是受众多因素影响的。简言之，要增强和提升旅游产业

的竞争力，就要系统把握这些因素的作用机理和重要程度，坚持运用正确的

理论制定科学的策略，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为此，深入研究重庆市旅游

业竞争力问题，全面掌握重庆市旅游业发展状况，科学把握重庆市旅游业的

发展前景，有利于为重庆市旅游产业制定战略规划提供理论借鉴，为促进重

庆市旅游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二）力求丰富拓展旅游业竞争力研究视域

旅游业竞争力研究开拓了竞争力研究的新领域，是区域竞争力研究的

新方向。目前，关于旅游业竞争力研究的理论状况尚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

属于当代旅游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业竞

争力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主要集中在案例研究上，理论研究较为薄

弱，缺乏系统的理论总结，理论体系尚没有完全形成，并且研究对象也主要

集中于区域旅游竞争力、旅游国际竞争力和有关城市旅游竞争力某一方面

或某几方面的问题。城市旅游竞争力反映了一个城市吸引和集聚各种旅游

要素，创造财富，为城市旅游发展提供支持的能力。显然，城市旅游竞争力

具有高度的综合性、概括性。因此，构建全面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科

学的研究方法是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重庆市旅游业

竞争力的研究力图把区域旅游业竞争力放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中进行

剖析和观察，从区域经济地理学、旅游经济学等基础理论出发，运用经济学

学科和管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对区域旅游业竞争力进行理论探

讨和实证研究。为此，如何建立完备的城市旅游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选

择科学的计算分析方法，并对数据进行定量比较分析，这不仅有助于深入评

估城市的旅游业竞争力，而且还能为城市的政府机关制定科学的旅游发展

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宏观指导。从这个角度而言，研究重庆市旅游业竞

争力的目的，是要寻找及评价影响重庆市旅游竞争力的相关因素，提出增强

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的针对性措施，这本身也在理论上拓展了旅游业竞争

力问题研究的视域。

（三）力求为促进重庆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内产业的发展都取决于市场竞争，取决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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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竞争力。敢不敢竞争，有没有竞争力，这是区域产业活力的外在和内

在的综合表现。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交通

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国内旅游市场的屏障已经打破，旅游业竞争中

的地理概念正在逐渐消失。任何一个发展旅游业的国家和地区，不论其发

展先后，实力强弱，面对的都是一体化的旅游大市场，面对的竞争必定是跨

省界、跨国界的，甚至是全球性的。显然，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

市而言，增强旅游业竞争力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挑战，旅游业竞争力的强弱关

系到旅游业的生存和发展。旅游业是举世公认的“朝阳产业”“绿色产业”，

关联效应大、带动力强，是拉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龙头产业之一，也是拉动

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引擎。对于重庆市而言，显然也必须大

力发展旅游经济，把旅游业作为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基于此，本书

通过研究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力求探索促进重庆市旅游经济发展的有效

路径，为推动重庆市旅游经济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第二节　研究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的方法和创新

方法一般是指为了深化和表达其思想认识而遵循的思维活动的线路。

理论的创新往往以研究方法的更新为突破点。研究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问

题，必须要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并进行研究创新。

一、研究方法

针对城市旅游活动的复杂性、特殊性以及系统性，需要采取多种研究方

法和研究手段。关于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的研究主要以区域经济地理学理

论、旅游学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比较经济学理论、竞争理论、博弈论、贸易

理论及其他相关学科为理论基础，结合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旅游产业发

展的实际，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践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一）理论分析与实践分析相结合

理论分析主要是指利用现代科学理论对发生的实际问题展开分析的方

法，它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理念、范式和方法。实践分析主要是指利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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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对发生的实际问题展开分析的方法。本书具体在梳理国内外关于旅游

业竞争力研究现状方面，尤其是对大量文献资料的归类、比较和分析过程中

主要采用理论分析法。同时，在对重庆市旅游业的现状和竞争力实证分析

过程中，则主要采用实践分析法，以求更为具体、准确地把握重庆市旅游业

竞争力状况，以便为重庆市旅游业发展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策略。

（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定性分析主要是指对研究对象进行“质”方面的分析，其作用在于对研

究对象的性质进行界定。定量分析主要是指对社会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

关系与数量变化的分析，其理论基石是实证主义。本书在具体研究过程中，

研究影响旅游业竞争力相关因素时主要采取扎根理论，努力为科学构建旅

游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对评价指标体系的验证、

指标权重的确定以及城市旅游业竞争力现状评价等方面的研究主要采用定

量分析方法。同时，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旅游业竞争力构成因素进行分

析，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利用旅游学及竞争力理论，综合提出

影响旅游业竞争力的因素体系，将旅游学基础理论用于重庆市旅游业竞争

力实证研究中，从分析中发现问题，并针对性提出相应对策，着力强化旅游

业竞争力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三）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

动态分析主要是指对研究对象的实际过程展开分析，其主要包括分析

有关变量在一定时间过程中的动态变动，以及在变动过程中产生的相互影

响和彼此制约关系。静态分析主要是指对已发生的经济活动成果进行综合

性对比分析。本书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不仅采用截面数据对影响旅游业竞

争力的因素进行静态分析。同时，也采集面板数据对影响重庆市旅游业竞

争力的因素进行动态研究，并寻找出这种变动的趋势，从而更加真实、准确

地对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

二、研究创新

创新是指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概念化过程。对于一个

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而言，理应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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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不断开拓创新。本研究力争在以下方面产生创新成果：一是将旅游业

竞争力理论用于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研究中。对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进行

评价和分析尚处于探索阶段。对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展开研究，既是对现

阶段重庆市旅游业如何更好更快发展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也可为全国

其他地区旅游业决策者提供可供参考的思路和方法。二是将区域旅游业竞

争力理论用于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研究中。这一研究着重对重庆市旅游业

整体竞争力进行评价和分析，在理论研究领域尚不多见。三是着力构建区

域旅游竞争力理论研究框架。本研究着力使区域经济地理、产业经济、旅游

学与竞争理论融合形成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初步形成有特色的区域旅游

竞争力的理论研究体系。这一框架内容包含了对区域旅游竞争力概念的阐

释、理论基础的描述和分析、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结合重庆市旅游业实际

的数据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学术水平、实践经验以及研究时间等因素的制约

和影响，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有关旅游业竞争力的相关数据不够丰

富。尽管在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研究过程中采用了大量数据进行实证分

析，但由于受制于数据统计和采集的制约，尤其是旅游业基础统计数据的不

够完善，使得在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的相关数据采集方面不够全面，导致实

证研究显得较为单薄，并且直接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二是构建的旅游业

竞争力指标体系尚需完善。本研究在旅游业竞争力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力求

全面、系统和科学，但因能力所限，确实存在指标体系建构不够完善的遗憾。

三是样本数量需要增大。由于受时间、经费和现有统计资料所限，本研究在

分析时所选的样本有限。若条件允许，应进行多样本分析，用主成分分析法

等对指标进行降维处理，从而建立竞争力数学分析模型，完成对旅游产业竞

争力的抽象概括。对于研究存在的不足，只有期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完

善，更加深入地开展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８ 　　 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研究




第一章　旅游业竞争力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城市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

重要，关于城市旅游业竞争力的研究也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

研究重庆市旅游业竞争力问题，有必要对国内外关于旅游业竞争力的理论

研究情况进行系统梳理，从而增强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前瞻性。

第一节　国外研究进展

竞争力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关于“竞争力”理论的研究起源于１９８０

年在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随着世界经济论坛与瑞士国际管理

与发展研究所的《世界竞争力报告》、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教授迈克尔·波

特的《竞争战略———分析产业和竞争者的技术》《竞争优势———创造和维持

优良绩效》《国家竞争优势》《全球产业中的竞争》及其建立的产业竞争力

“钻石模型”的提出，许多经济学界、管理学界的研究者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

了广泛研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国外学者开始尝试在旅游研

究领域引入“竞争力”概念。在此期间，对旅游竞争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

游目的地相关情况，研究的内容多为案例研究，主要以实体旅游地为研究对

象，所得到的与旅游竞争力相关的理论研究、旅游竞争力模型构建方面的成

果较少。１９９３年，在阿根廷举行的艾斯特（ＡＩＥＳＴ）会议上，以产业竞争力理

论为基础，专题研究讨论了关于长途旅行目的地的竞争力问题，引起了更多

学者对旅游业竞争力的关注。２０００年，国际权威旅游研究期刊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在第２１卷第１期出版了旅游竞争力问题专刊。该专刊以阿根廷会

议的研究内容为核心，登载了众多学者在旅游目的地竞争力领域的研究成

果。综合整理了近３０年来国外学者关于旅游业竞争力的研究成果发现，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