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时代是一个旅游业高度发展的时代，旅游

业已是全球第一大产业。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旅游业

发展尤其引人瞩目，新加坡在其中发挥了领头羊的

作用[1]。因此有必要检视新加坡作为全球旅游中心

城市的演变过程，并探讨其外部影响因素和旅游业

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互动，以为其他相近旅游目

的地提供借鉴。

一、新加坡旅游业的转型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的南端。1819 年，斯坦福·
莱佛士爵士将其开辟为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的贸

易口岸，后被并入大英帝国版图。1959 年，新加坡获

自治地位。1963 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因与

联邦内部成员马来亚关系恶化，1965 年，新加坡退

出马来西亚联邦，并于当年 8 月 9 日宣布独立。
独立以来，新加坡旅游业从无到有，在资源匮

乏的情况下迅速发展，经过起步阶段（1968 年以前）、

快速成长阶段（1969～1981 年）、成熟发展阶段（1982～
1996 年），以及竞争格局下的平稳发展阶段（1997
年以来）四个阶段[2]，现已成为全球重要的休闲与商

务旅游目的地。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 2015 年各

国旅游竞争力排名中，新加坡位列第 11。新加坡空

运交通网络完善，具备国际水准的旅游接待设施供

应充足，旅游景点丰富多样。2015 年，新加坡旅游业

对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直接贡献率和总贡献率分别

达到 4.8%和 10.0%，旅游业提供了 8.5%的直接和

间接就业岗位，旅游业投资占其总投资的 19.9%①。
新加坡旅游业的转型，主要体现在游客构成与

规模、旅游交通基础设施、旅游产品和旅游营销等

四个方面。
（一）游客构成与规模

1965 年，新加坡接待的入境游客人次为 9.8481
万，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新

加坡的入境游客人次和国际旅游收入自独立以来

稳步增长，2015 年分别达到 1 500 多万人次和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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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加坡建国 50 多年来，从起初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如今的发达国家，旅游业也取得了巨大

的进步。从游客构成与规模、旅游交通基础设施、旅游产品和旅游营销四个角度，揭示新加坡旅游业的转型经验；

并从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四个方面，分析新加坡旅游业转型的外部影响因素，从而更好地理解旅游目的地发

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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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①。新加坡已成为全球接待入境游客人次第 7
大城市。2015 年，新加坡的入境客源市场已遍布世

界 5 大洲，其中亚洲市场占有率达到 76.7%，其次是

欧洲、大洋洲、美洲和非洲，占比分别为 10.7%、
7.8%、4.3%和 0.4%[3]。印度尼西亚、中国、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和印度作为新加坡前 5 大旅游客源市场，

入境旅游人次均达到 100 万以上。新加坡作为一个

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对中国游客有着独特的吸引

力。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的迅猛发展，也给新加坡入

境游客规模进一步增长带来了契机[4]。
（二）旅游交通基础设施

1965 年，入境游客主要通过空运或海运抵达新

加坡。巴耶利峇机场为新加坡的国际客运机场。马来

西亚航空成立于马来西亚联邦时期。新加坡独立后，

更名为马来西亚—新加坡航空公司，同时为两个国

家的国家航空公司。新加坡的陆路交通发展滞后，其

公共交通被几家小型、低效的私有巴士公司所垄断。
由于巴耶利峇机场无法承载高速增长的客运

量，1975 年，政府决定将民用机场迁至远离市区、更
具发展前景的樟宜。樟宜机场于 1981 年开始营运，

2015 年，旅客吞吐量达 5 500 多万人次[4]，已成为全

球第 6 繁忙国际旅客机场，75%左右的入境游客通

过空运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和将其作为枢纽机场

的新加坡航空公司 （新加坡航空系 1972 年由马来

西亚—新加坡航空公司解体而来，现为新加坡的国

家航空公司），因服务品质而闻名于世并广受赞誉。
新加坡拥有两个邮轮码头———新加坡邮轮中心和

新加坡滨海湾邮轮中心。后者于 2012 年开港，可以

停靠最新型号的大型邮轮。同时，新加坡已建成包

括巴士、轻轨、地铁在内的高效综合公共交通网络。
（三）旅游产品

自 19 世纪以来，各国移民蜂拥至新加坡，新加

坡逐渐形成一个以华人为主体、并拥有相当数量马

来人和印度人的多元文化社会。20 世纪 60 年代，新

加坡在西方游客的眼中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旅

游目的地。新加坡的殖民历史是其吸引游客的另一

重要因素。莱福士饭店是新加坡殖民时期建筑的杰

出代表。新加坡其他旅游景点还包括新加坡植物

园、虎豹别墅、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等。
以牛车水、小印度和甘榜格南为代表的民族社

区仍是新加坡重要的旅游资源。在市政区，以莱福

士饭店为代表的殖民建筑换发新的生机。它除了是

一家奢华酒店外，还被列为新加坡国家古迹。新加

坡绿意盎然，市容整洁。2012 年，建成滨海湾花园，

被新加坡国家公园局划定为植物主题公园，其 18
棵“擎天树”的设计完美地融合了自然和科技元素。
新加坡夜间野生动物园是世界首家于夜间供游客

游览的野生动物园。2013 年，又建成了新加坡河川

生态园，游客可以在此乘坐游船进行动物探索。
2015 年 10 月，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正式对外开

放，堪称东南亚区域规模最大的视觉艺术机构。
总体来说，新加坡的民族文化和自然景观是其

主要旅游资源。以此为基础，新加坡逐渐开发出更多

更具内涵与创意、以生活方式为导向的旅游产品。
（四）旅游营销

1997 年，新加坡旅游促进局更名为新加坡旅游

局，隶属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其使命是助力新加

坡旅游业发展并将其打造为新加坡的主要经济增

长引擎。新加坡现阶段的旅游宣传品牌是 2010 年

推出的“我行由我新加坡”（“Your Singapore”）。与新

品牌同时发布的还有交互式智能平台，游客可以在

出行之前通过虚拟体验甄选并定制自己的旅游行

程。这个建立于电子网络基础上的全新品牌，实现

了为游客提供个性化旅游体验的承诺，并将新加坡

定位为一个具有亲和力、着眼于未来、创意无穷的

旅游目的地[5]。旅游营销主要针对亚太市场，尤其是

中国和印度市场。鱼尾狮像仍是新加坡旅游业的名

片。它和身着特色马来西亚布裙的新加坡航空公司

空姐作为新加坡的国家象征和旅游大使，被旅游局

在旅游宣传中广泛利用。旅游局在新加坡设有 3 个

游客信息中心，在全球共设有 20 个区域性办事处[6]。
总体来说，新加坡从旅游业发展之初就深谙旅

游营销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性，积极对外推广新加

坡。而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营销也与时俱进，并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率先倡导“定制化旅游”概念，满

足游客的个性化旅游需求[7]。

二、新加坡旅游业转型的外部因素

旅游目的地旅游业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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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然

而，旅游目的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外部因

素也会反作用于旅游业的发展。新加坡旅游业的突

飞猛进与其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外部因素密

切相关。新加坡政府在新加坡旅游业发展上尤其起

到了关键性作用。总体来说，新加坡旅游业取得的

巨大成就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管理、经济的快速发

展、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城市生态系统的日臻完善。
（一）政治因素

新加坡于 1965 年加入联合国，但新加坡国土

面积狭小，资源匮乏，人们对其作为一个国家能否

生存下来都存有疑虑。马来西亚联邦分裂后，马来

西亚和新加坡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东南亚地区因为

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而陷入持续的不稳定状态。新

加坡除了招揽远程西方游客，在本地区发展入境旅

游业因政治障碍而变得困难重重。
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新加坡已成为国际社会

的重要一员。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取得了巨大

改善。新加坡为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创始

成员国，而东盟现已发展成拥有 10 个成员国的区

域性组织，并发挥出通过成员国间的经济融合促进

区域稳定的角色。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独立以来一直为新加坡

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善于政策规划的制定与执

行。如为了再造新加坡这一旅游目的地，政府毅然

将博彩业合法化，并为博彩业健康发展制定了详尽

的规范性法规。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5 年国家旅游

竞争力排名中，新加坡在政策法规这一细分项目中

排名第一，在旅游的优先次序、地面交通基础设施

及人力资源等项目中排名第二。东盟区域一体化进

程的加速为新加坡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政治

基础，而新加坡政府的政治意志与治理水平则为旅

游规划和政策的有效执行提供了保障。
（二）经济因素

新加坡独立以前，就已面对国民就业机会不足

等经济问题。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新加坡开始

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并通过政府机构采取干

预措施支持私有部门的发展。经济发展局作为投资

促进机构，其主要任务便是吸引外国投资为本国居

民创造就业机会。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在新加坡的

军事基地为新加坡带来了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

20%的经济贡献。1971 年英国军事基地的撤离，新

加坡政府除了继续推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外，还开

始向高科技制造与服务贸易倾斜。经过五十多年的

发展，新加坡已成为亚洲重要的经济中心。在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 2015 年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新加

坡位列第十一①。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5 年国家竞争

力排名中，新加坡因市场效率、制度框架、基础设施

和教育资源等优势而排名第二[8]。新加坡经济高度

开放，营商环境好，被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

评为 α+级世界城市。新加坡旅游业的发展受惠于经

济增长后政府和私有部门对旅游业的大力投资。
（三）社会因素

新加坡独立时人口规模大概在 300 万左右。其

时，新加坡国民文盲率高，生活水平低下。族群关

系，尤其是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族群关系紧张。政

府的首要任务便是构建跨越族群界限的国家认同

感及维护社会稳定。目前，新加坡族群关系有了极

大改善，已建成一个不同族群和谐共生的多元社

会。新加坡总人口规模现为 550 万左右，其中 74%
为华人，61%拥有新加坡国籍，其余的 39%为永久居

民和外籍人士等。新加坡是亚洲最繁荣的国家之

一，201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 72 711 新加坡元，

文盲率降至 3.2%，且 90.8%的居民拥有房产[8]。英语

是新加坡的教学语言，其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英语

水平高。这些都为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社会基础。
（四）环境因素

1965 年的新加坡受到各种城市病的困扰，如拥

挤、交通堵塞、洪涝灾害、犯罪率高和卫生设施的缺

乏等。新加坡公园和其他休闲空间匮乏，当时农业

使用面积为 177km2，森林和沼泽面积为 70km2。新加

坡政府从 20 世纪 60 年代发起的种树运动逐步奠

定了新加坡“花园城市”的基础。20 世纪 90 年代末，

新加坡政府又提出了“花园中的城市”愿景，使城市

与自然完整融为一体，让“花园”从城市的点缀变为

城市的轮廓。2015 年，新加坡植物园更是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此同时，新加

坡建屋发展局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大规模兴建

公共住宅项目，大批国民从条件恶劣的贫民窟搬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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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已高楼林立的卫星城里。目前，新加坡农业使

用面积只有 6.75km2；而因填海造地，新加坡国土面

积已从建国初的 581.5km2 增至 719.1km2。新加坡生

态环境的巨大改善除了造福于新加坡国民，也为其

旅游业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甚至成为

新加坡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结语

旅游目的地旅游业的发展受到旅游目的地政

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新加坡的

实践表明,旅游目的地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段、
社会文化资产和自然环境, 可对其旅游业发展起到

推动作用。微型国家、海岛国家或滨海城市等相近

旅游目的地, 可以克服资源匮乏和发展腹地缺失等

不利因素，通过积极调动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

外部有利因素发展旅游业。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旅游业发展背后的政

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外部因素有其独特性的一

面（如新加坡处于“东方十字路口”的区位优势十分

明显，且新加坡政府在决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上的高

效能非常突出），相近旅游目的地不一定能够完全

照搬新加坡的旅游业发展模式（如斐济和毛里求斯

等海岛国家在空中交通网络建设上就存在先天不

足）。尽管如此，相近旅游目的地仍能通过学习新加

坡旅游业的发展经验，开创出一条适合自身条件的

旅游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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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海伟 新加坡旅游业的转型及其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An Analysis of Transformation and External Influence Factors
of Singapore Tourism

DONG Hai-w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 530006，China）

[Abstract] Singapore has blossomed into a developed country from the third world impoverished and backward
country and has also made enormous progress in tourism over the fifty years since its fouding.The article exposes
transformation of Singapore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scale and composition of tourists，tourism trans－
portation infrastructure，and tourism products and marketing，and analyzes external influence factors for transfor－
mation of Singapore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s，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so as to provide
for us much more knowledge of the law of the tourism destinati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Singapore；Tourism；transformation；external influenc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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