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发展。比如森林景观的旅游开发 ,首先不能因旅

游价值而降格诸如林产品生产和自然保护区等森林

原有的因素价值 ,而应该以旅游价值的加入促进这

些因素的价值释放 ,激发它们对旅游价值的主动适

应 ,进而在价值释放、主动适应的基础上实现价值重

组 ,达成综合利益持续扩大的效果。

从传统产业经济学到旅游产业的产业经济学 ,

可以被视为从用简单系统理解和解决问题转向用复

杂系统理解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演进。它要求我们扬

弃传统产业经济学单一目标、一般均衡的理论 ,代之

以综合目标、多重均衡的新思想。没有这样的新思

想 ,我们便既不能建立起理解旅游 ,特别是复杂形态

的旅游 (如都市旅游) 的理论工具 ,也不能解决那些

单一开发旅游的地区所面临的生态破坏、民俗异化、

收益漏损、贫富分化、人群隔离、伦理困惑 ,以及景观

的真实性丧失等重大实践课题。

具体而言 ,旅游产业似乎具有以下三种可能的

产业经济机制 :

①以缀块、边缘和混杂为特征的旅游产业生成

机制。经验研究表明 ,那些自发生成的旅游产业遵

循的就是这一机制。这一机制的立足点是 ,资源的

旅游价值与其他价值的重叠、混合和相互嵌入有利

于增强资源系统分散风险、持续发展的能力。与未

曾引入旅游产业或单一发展旅游产业的资源系统相

比 ,遵循这一机制的旅游产业可以大大增加资源系

统的生机与活力。因此 ,在向特定资源系统引入旅

游产业和发展旅游产业时 ,应该自觉遵循这一机制。

②以纵向发展为特征的旅游产业运行机制。旅

游产业中 ,面对面直接对客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提高很困难。旅游产业的主要运行方向是向产前、

产中和产后的生产性服务部门延伸 ,如产品的研究

和设计、产品的开发、生产的信息化服务、金融和保

险、产品的营销与售后服务、企业的管理和法律咨

询、企业账户的会计和审计、产品的广告与推广等。

通过纵向发展 ,各种生产型服务部门不断融入旅游

产业的产业体系之中 ,产业的整体劳动生产率得以

持续提高。纵向发展是旅游产业运行机制的主要特

征 ,只有与纵向发展相配合 ,横向规模才是经济的。

由于具有纵向发展和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特点 ,

旅游产业不属于传统服务业 ,而是现代服务业。因

此 ,全面融入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 ,是旅游产业发展

的必由之路。

③以实践的多元互动为特征的旅游产业管理机

制。传统的行业管理学说具有清晰化和简单化的理

论偏好 ,倾向于将本行业与其他行业区隔开来 ;在实

践上 ,则专注于可计算、可预测的形式理性。然而 ,

通过对旅游产业生成机制的理解 ,我们会发现 ,任何

资源都可能具有旅游价值 ;通过对旅游产业运行机

制的理解 ,我们会发现 ,所有经济部门都可能纳入旅

游产业。传统的行业管理无法应对如此高度混杂的

局面。成熟的旅游产业管理应该是在实践的多元互

动中诞生的 ,其中管理主体、管理对象、管理目标与

管理方法的互动是最为重要的机制。由于管理目标

对其他几项具有限定作用 ,因此 ,对旅游是“大外交

产业”、“软实力产业”、“经济产业”、“文化产业”、“交

往产业”等管理目标的研究有必要得到特别的加强。
(作者为该院讲师、饭店管理系主任 ;收稿日期 :2007 -

08 - 23)

旅游业产业功能和产业地位的理论思考

刘 　益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 ,广东 广州 510632)

现阶段 ,我国旅游业的产业规模日益壮大 ,产业

地位不断提高 ,旅游业的发展已经得到了各级政府

的广泛重视。相对于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形势 ,

旅游业的产业经济理论研究却显得比较滞后 ,特别

是针对旅游业产业功能和产业地位的理论依据一直

以来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必然会带来一系

列的问题。旅游业的优势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 体

现的程度如何 ? 旅游业是否适合作为支柱产业 ? 在

哪些地区适合 ? 这些问题不解决 ,必然会对旅游产

业政策的制定带来一定的盲目性。

要正确认识这一问题 ,首先还得从旅游业的产

业范围说起。我国的旅游业基本上是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对旅游业产业范围的认识也经

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我国的旅游统计中 ,

最早的产业统计范围仅仅包括旅游经营部门的营业

收入 ,即传统的旅行社、酒店和景区三大块。20 世

纪 90 年代后半期 ,随着国内旅游的迅猛发展 ,产业

统计范围扩大到“行、游、住、吃、购、娱”等旅游六要

素的各个领域 ,涉及到与游客消费相关的各个部门 ,

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广义旅游业 ,也称为“大旅游”。

相应地 ,旅游统计也改变了原来的从部门产出的角

度来衡量旅游业的产出规模 ,改为从游客需求的角

度来界定旅游业的活动范围和规模。

从游客的需求角度来统计旅游业的产业规模 ,

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旅游业的产业贡献 ,这也是国

际上普遍采用的旅游统计思路。但由于游客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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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散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当中 ,使得旅游业难以

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而存在 ,因而也无法通过

投入产出分析揭示旅游业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内

在关系。正因为旅游业具有这样的产业特性 ,以及

对于这一特性的理解不够透彻 ,使得我国一些地区

对于旅游业的产业功能和地位的认识还存在两个误

区 ,一是针对旅游业所占的经济比重 ,二是针对旅游

业的产业带动功能。

误区之一 :我国目前现有的旅游统计制度中 ,反

映经济规模方面的指标主要就是旅游总收入。一些

地方在衡量旅游业的经济贡献时 ,往往是将旅游总

收入指标与 GDP 指标直接相比 ,用旅游总收入占

(或相当于) GDP 的多少 ,来反映旅游业产业规模在

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实际上 ,旅游总收入与增加值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不具有可比性 ,比较的结果

只会大大高估旅游业所占的经济比重 ,造成对旅游

业产业地位的错误认识 ,不利于科学合理地制定产

业发展政策。这一认识误区是建立在传统统计依据

基础上的 ,笔者将之称为收入比重说。

误区之二 :在政府和学术界当中 ,旅游业一般被

认为是一个关联性强的产业。一些地方为提高政府

对旅游业的关注程度 ,在对于旅游业关联带动效应

的说明中经常引用旅游业每创造单位产值和单个就

业机会所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多少倍数的产出和就业

机会 ,遗憾的是 ,这种引用的理论依据往往都是“据

国际上测算”、“据估计”等一些缺乏严格科学意义的

说明。我国学者李江帆 (2001)曾运用投入产出方法

建立了一个较为严谨的旅游乘数效应测算模型 ,但

这一模型也仅仅是针对狭义旅游业 (即旅行社行业)

的测算模型 ,对于说明广义旅游业的乘数效应则缺

乏说服力。但在实际工作当中 ,目前很多政府部门

都在用狭义旅游业的乘数效应来说明广义旅游业的

产业功能。这种概念上的置换 ,虽然往往是无意识

的 ,但客观上则会夸大旅游业的产业关联作用。这

一认识误区是建立在产业测算依据基础上的 ,笔者

将之称为乘数效应说。

因此 ,笔者认为 ,如何科学认识旅游业的产业功

能和产业地位是旅游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而迫切

的课题。特别是在全国各地日益重视旅游业发展的

形势下 ,科学制定旅游产业政策 ,更加需要对旅游业

的产业功能和产业地位有一个客观和全面的认识。

实际上 ,国家旅游局在制定“十一五”旅游业发

展规划中 ,提出了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重要

产业的目标。这一提法与一些省区市提出的支柱产

业或先导产业的提法已有明显不同。笔者认为 ,造

成这一差异的原因还是旅游业的产业功能和产业地

位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作为支撑。

不可否认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一

些地区的旅游业客观上也成为了本地区的产业支

柱。但作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省区来讲 ,旅游业离支

柱产业究竟还有多远 ? 这个标准依然很模糊。

首先一个问题是支柱产业的标准是什么 ? 从产

业规模角度来看 ,国际上都还没有一个通用的定义。

从产业功能角度来考察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

主导产业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依靠科技

进步 ,获得新的生产函数 ;二是形成持续高速增长的

增长率 ;三是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 ,对其他产业乃至

所有产业的增长有决定性的影响。由此可见 ,产业

关联效应是衡量一个产业是否具备支柱产业和先导

产业的重要条件。

由此带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旅游业的产业关联

效应如何测量 ? 这依然是困扰旅游学术界的一个难

题。前文已提过 ,对于狭义旅游业的产业关联效应 ,

我国已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但我们对于旅游

业的产业范围和产业规模的认识都是基于广义旅游

业基础上的 ,因此 ,必须用广义旅游业的测算数据来

说明广义旅游业的产业功能。

以上两个问题都是我们在制定旅游产业政策时

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 ,政策的制定就

会带有盲目性。笔者丝毫不怀疑旅游业的发展潜力

和前景 ,各地大力发展旅游业 ,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

规律的 ,也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要求。

但各地的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和市场条件都不

一样 ,旅游业所赖以发展的环境也不相同 ,旅游业对

社会经济所起的作用也是有所区别的。这些都有赖

于我们对旅游业的产业规模和产业功能有一个更深

入和更科学的认识 ,也是旅游产业经济理论进一步

研究的方向。
(作者为该系主任助理、博士、副教授 ;收稿日期 :2007 -

08 - 29)

以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促进我国旅游产业地位

提升

李云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旅游管理系 ,北京 10070)

一、以信息化为依托 ,强化旅游产业在公众心

目中的形象

以国民经济中旅游及其相关产业信息化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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