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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旅游目的地相关研究

一、国外理论研究

国外对于旅游目的地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旅游目的地最初被

认为是一个明确的地理区域。美国学者冈恩（Clare A. Gunn）于 1972 年提

出了“目的地地带”的概念。所谓的“目的地地带”包括：主要的通道和入

口、社区（包括吸引物和基础设施）、吸引物综合体、连接道路（吸引物综

合体和社区之间的联系通道）。冈恩认为这些要素的整合有利于旅游开发的

成功。旅游目的地是一个感性概念，它是为消费者提供一套完整体验的旅游

产品系统综合体。旅游目的地，就是吸引旅游者作短暂停留、参观游览的地

方，是由各类资源要素和设施要素共同构成的能够为旅游者提供完整旅游体

验的综合系统。利珀（Leiper，1990）把目的地解释为一个可以让旅行者待

上一段时间，并体验富有当地特色吸引物的地方；布莱姆威尔等（Bramwell，

1996）指出，一些标准化的东西有助于城市形象的塑造，例如使用“宏大”

的城市形象、突出那些能够吸引境况优越的旅游者的主题等。库珀等（Cooper，

1998）则认为目的地是那些能够满足游客需要的设施和服务的集中地。罗宾

斯（Robbins，2007）认为旅游目的地包含旅游者需要消费的一系列产品和

服务。

布哈里斯（Buhalis，2000）同样认同旅游目的地是一个明确的地理区域，

这一区域被旅游者理解为一个具有用作旅游营销和规划的政策和法律框架的

独一无二的实体。布哈里斯（Buhalis，2000）从系统论角度提出了旅游目的

地的“6A”模型（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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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篇

表 1-1 旅游目的地 6A 模型（Buhalis 2000）

旅游目的地

要素名称 具体构成

吸引物

（Attractions）
自然风景、人造景观、人工物品、主题公园、

遗产、特殊事件

进入设施

（Accessibility）
整个旅游交通系统，包括道路、终端设施

和交通工具等

便利设施

（Amenities）
住宿业和餐饮业设施，零售业，其他旅游

服务设施

预订服务组合

（Available Packages）
预先由旅游中间商和相关负责人安排好的

旅游服务

活动

（Activities）
包括所有目的地活动，以及游客在游览期

间所从事的各种消费活动

辅助性服务设施

（Ancillary Services）
各种游客服务，例如银行、通信设施、邮政、

报纸、医院等等

6A 模型将旅游目的地看做一个完整的地域综合体，系统地指出了旅游

目的地的六大构成要素：吸引物（Attraetions）、进入设施（Aceessibility）、

便利设施（Amenties）、有效产品组合（Available Packages）、活动（Activities）

以及其他辅助性服务设施（Ancillary Services）。由此可以看出一个旅游目的

地的竞争力并非由吸引物或产品等单一要素决定，而是由实现旅游体验的各

种城市功能综合体现出来的。旅游城市之间的竞争也不再停留在优势旅游资

源的竞争，而是城市整体实力和综合旅游服务系统的竞争。

二、国内理论研究

国内对于旅游目的地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定义上也多强

调它是一种地理空间集合的关系。保继刚、楚义芳等（1993）认为，一定空

间上的旅游资源与旅游专用设施、旅游基础设施以及相关的其他条件有机集

合起来，就成为旅游者停留和活动的目的地，即旅游地。吴必虎（2001）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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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的地系统主要是指为已经到达出行终点的游客提供游览、娱乐、食宿、

购物、享受、体验或某些特殊服务等旅游需求的多种因素的综合体。因此旅

游目的地系统是旅游系统中与旅游者联系最密切的子系统。具体来讲，目的

地系统由吸引物、设施和服务三方面要素组成。崔凤军（2002）从系统科学

的角度指出，旅游目的地是具有统一和整体形象的旅游吸引物体系的开放系

统，在管理上有一定的行政依托， 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层次性。魏小安（2002）

从效用的角度指出，旅游目的地就是能够使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并追求动

机实现的各类空间要素的总和。“旅游者”、“追求”、“实现”、“各类空间”和“要

素”这 5 个方面构成了旅游目的地的内涵。张立明等（2005）认为旅游目的

地系统三要素则是：目的地系统的部门构成、目的地的经营环境和目的地系

统的输入和输出。旅游目的地系统的构成要素包括吸引物、旅游设施和旅游

业管理，每个要素里面又包含若干子要素。杨振之（2007）在区分了“旅游

目的地”与“旅游过境地”的基础上，认为旅游目的地除了是一种地理空间

集中外，它还形成了旅游产业发展的格局。王为民（2008）指出旅游目的地

包括旅游吸引物（自然风景、历史文化遗产、现代人造景观、各类节事活动

等），旅游服务设施（住宿业、餐饮业、旅行社业以及其他服务设施），旅游

基础设施（银行、邮政、通信、水电等设施）以及旅游管理机构。

第二节 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

一、国外理论及模型研究

世界旅游组织、各国旅游政府部门、《国家地理》与 iExplore（浏览器

IE）等媒体经常推举综合型与专属型世界最佳旅游目的地；综合型的如伦敦、

纽约、巴黎等；专属型的如：新婚（圣卢西亚）、探险（秘鲁）、游轮（香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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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南非）等，而其评价标准千差万别。

在竞争力研究领域，最有代表性、最具权威的经典分析模型是迈克尔·波

特教授的钻石模型（见图 1-1）。

机遇

生产要素

相关产业与支
持产业

需求条件

政府

企业战略
企业结构
同业竞争

图 1-1 波特钻石模型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依据国际竞争力模型（见图 1-2）

发表《国际竞争力报告》，该模型认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企业竞争力。

扩张力

吸引力

全球化
本地化 冒险

和谐

过程

资产

经济表现

政府效率

商务效率

基础设施

企业竞争力 企业竞争力
可持续发展

图 1-2 IMD 的国家竞争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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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旅游组织（UNWTO，2004）在提出了包括社区参与、旅游者满意

等在内的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媒体如《国家地理旅游者杂志》

提出了生态与环境质量、社会与文化完整性、历史建筑与文化古迹质量、美

学与吸引力质量、旅游管理质量和未来前景六项标准。利珀（Leiper）认为，

决定一个旅游系统发展状况的四个因素是客源地区域、目的地区域、旅行路

径和旅游产业本身。沃珀（K. Wober，2000）等人认为旅游需求、过夜旅游

增长率、游客季节分布及旅游地承载力五项指标是影响欧洲 39 个首都城市

旅游竞争力的主要因子，用这五个指标对 39 个城市进行比较，勾画出了 39

个城市自 1975 年以来的综合竞争力空间分布图。米哈利克（Mihalic，2000）

提出环境管理是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科扎克和里明顿（Kozak 

& Rimmington，1999）提出了一套定性与定量指标相结合的旅游目的地竞争

力评价体系。卡纳斯特尔（E. Canestrill ）等则指出，旅游地的竞争力不只是

体现在旅游市场的占有率上，而主要看它的发展潜力，旅游地的承载力是影

响旅游地竞争潜力的因子之一，因此在研究旅游地的竞争力时必须考虑旅游

地的承载力。安妮玛瑞德·迪豪特瑟（Anne-Maried D Hartserre，2000）认为，

一个有竞争力的目的地必须是一个旅游市场份额（用游客人数或旅游收入测

量）很高，或增长很快的目的地。从这些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长期的可持

续性的市场占有率以及经济收入应是竞争力业绩的主要评价指标。

瑞奇和克劳奇（Ritchie&Crouch）在波特的国家竞争力钻石模型基础上

提出了应用于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的综合模型，经过改进，建立了旅游目

的地的可持续竞争力模型（见图 1-3），同时基于这个模型建立了旅游目的地

竞争力指数（TDCI），按照指数（Index）、核心指标（Core Indicators）与标

准（Criteria）构建了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体系。该体系得到世界旅游组织

的认可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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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瑞奇与克劳奇（Ritchie & Crouch，2003）的旅游目的地可持续

竞争力模型

恩利特和牛顿（Enright&Newton，2004、2005）在瑞奇与克劳奇（Ritchie 

& Crouch）的概念模型基础上，从实践层面对目的地的旅游竞争力进行了研究，

认为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定量评价，不仅包括目的地吸引物特性，还包括产

业管理因素。

德威尔和金（Dwyer&Kim）对瑞奇与克劳奇（Ritchie & Crouch）模型

进行改进，建立了德威尔和金（Dwyer&Kim）模型（见图 1-4），认为，目

的地竞争力的指标有很多，既包括主观上的属性（目的地的吸引力、风景美

感度），也包括客观上的属性（目的地市场细分，旅游外汇收入）。目前该模

型的有效性尚未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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