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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随着社

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城市在不同文明形

态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工业社会，城

市是工业生产和商业交易的中心，工业生

产是这一时期城市经济生活的主旋律。但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工业生产开始退

居其次，城市的主要经济生活开始围绕服

务业展开。随着城市环境的改善，以及各

种配套服务设施的完善，城市逐渐成为旅

游活动的主要目的地。相应地，城市资源

开始用于迎合旅游业的发展，城市接待越

来越多的旅游者（相对于城市市民），旅

游经济在城市经济中比重不断提高，旅游

活动在城市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

越强。量变引起质变，最终导致城市职能

发生重大变化，在一些城市，旅游活动上

升为城市的主要职能，旅游城市出现了。

中国正处于工业社会演变的历史时期。

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已经率先进入后

工业社会，沿海大部分省市以及中西部的

部分城市，也已经具备向后工业社会过渡

的基本条件，在不远的将来陆续步入后工

业社会。随着这种经济社会的演变，城市

摘要:

本文在借鉴城市地理学城市职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用职能规模和职能地位两个维度来判别

和分类旅游城市。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 285 个地级以上城市统计数据，实证研究了

当前中国城市的旅游职能，并根据现实情况将旅游城市划分为五类：大型旅游城市、中小型专

业旅游城市、中型半专业旅游城市、中型低专业旅游城市、小型半专业旅游城市。对于理解当

前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中国的旅游城市数量、规模、类别，具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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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Urban Geography urban function,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wo dimensions 
of function scale and function status to discriminate and classify the tourist city.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tourism functions of the current Chinese cities by using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China 's 285 cities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and divides the tourism cities into five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realistic situation: large tourism cities,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professional 
tourism cities, medium-sized semi-professional tourism cities, medium and low professional tourism cities 
and small semi-professional tourism cities. It has a certain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quantity, size, and 
category of Chinese tourism cit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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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游职能将愈加突出。区域大型中心城

市的旅游职能地位将相对上升；原发达地

区一些工业城市将转型发展旅游业，成为

旅游城市；一些落后地区的城市将通过旅

游业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由农业经济

转变为旅游经济，从而发展为旅游城市。

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哪些

城市可以算作旅游城市？旅游城市可以分

为哪些类型？运用量化分析方法对此进行

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1.1 旅游学角度的研究

从旅游学角度对旅游城市的判别和分

类进行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归纳法的定性分

析，研究者观察和归纳了典型旅游城市所

具有的特征，并根据城市旅游功能的差异

和旅游资源的类型进行了类别划分。周玲

强定义了国际旅游城市，并做了分类。根

据据主体吸引物的不同分为自然风光型、

花园型、娱乐型、商贸型、文化型；根据

主要功能的差异分为风景旅游城市、商务

旅游城市、会议旅游城市。李伟总结出旅

游城市的概念，即城市经济社会比较发达，

综合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富、设施完善

配套，从而旅游业为其重要城市职能的城

市；李娜认为旅游城市是指旅游资源丰富、

旅游基础设施完善、城市环境优美、旅

游产业发达且在城市产业结构中占有重要

地位的城市。赵兵认为旅游城市是以旅游

业作为城市经济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

基本类型有三种：资源都市型、 经济都

市型和综合都市型。

1.2 城市地理学角度的研究

城市地理学在研究中国城市职能

和分类时，一般会涉及旅游城市。张文

奎、刘继生、王力利用统计数据对中国城

市职能进行了分类，其中工业、交通运输

业、商业、教育科技等职能依据尼尔逊求

标准差方法的进行了定量分析，但旅游职

能的确定比较主观，利用1989 年《中国

旅游统计年鉴》的资料，将一年内接待外

国人及港澳台同胞、华侨 2000人次以上

的城市确定为国际性旅游城市。顾朝林在

《中国城镇体系》一书中，将 9 类 24 型

的城市概括为五大职能，其中旅游城市和

科学城市并列，属于以文化职能为主的城

市。并根据1985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资料，计算了297个城市游人比①，其中有

41个城市达到或超过平均水平，相应形成

了我国具有旅游职能的一类城市。周一星、

孙则昕（1997）首次采用城市劳动力结构

资料，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能与国际接

轨的全国综合性城市职能分类。不过在旅

游职能的量化分析上，作者找不到反映各

城市旅游业状况的统计资料，采取了替代

算法。假设城市旅游业的绝对规模与城市

旅游资源的平方成正比，通过给城市旅游

资源打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6 分，省

级风景名胜区4 分，市级风景名胜区1分，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 分，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 16 分，获得每个城市的旅游资

源得分，平方后再除以城市非农业人口规

模，转换成城市旅游职能指数。许锋、周

一星（2008）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

应用沃德误差聚类法 (Ward’s Method) 对

2000 年中国 649 个县级以上城市进行了职

能分类。在该项研究中，采用旅游资源的

要素禀赋程度作为衡量城市旅游职能的指

代变量。

1.3 研究述评

总的来看，旅游学者对旅游城市的

研究，由于建立在归纳法基础上的定性研

究，很难对具体的城市做出量化的判定和

分析。而城市地理学有关城市旅游职能的

定量判定方法虽然是科学的，但也有两个

缺陷：第一，相关研究都是建立在工业统

计资料基础上，缺乏旅游业的同比口径数

据，因此对旅游职能指数不得不采取替代

算法，而这些替代算法存在重大缺陷，不

能真实反映城市旅游职能的强度和规模。

如张文奎等人的研究中使用境外游客数指

标来区分城市的旅游职能，势必排斥了以

国内游客为主的旅游城市，如果说在当时

中国旅游市场以入境旅游为主，国内旅游

尚不发达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做法可以接

受的话，在今天国内旅游者总量占旅游总

人次的比重达到 90%以上，这样的划分显

然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了；周一星等人的

研究以旅游资源作为构成旅游职能指数

的基础，在观光旅游为主流的时代具有一

定合理性，但当度假旅游、商务旅游、特

种旅游兴起后，这种替代算法会出现较大

误差，原因是，度假旅游等形态并不直接

依赖于风景名胜区、A 级景区的数量。第

二，上述大多数城市分类距今已经十年以

上，而在此期间，中国许多地区经历了由

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一部分城

市职能发生了重大转变，需要基于现有数

据进行新的判断。

2 基于城市职能理论的旅游城市判定及分

类方法

2.1 国内外城市职能理论及方法

国外城市职能及分类理论的发展，经

历了一个由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转变的

过程，其主要推动力来源于应用数学和

计算辅助工具的发展、统计资料的完

善。纳尔逊 (H.J.Nelson) 创新了统计分析

方法，提出了平均值加标准差法；韦伯

(J.W.Webb) 提出了专业化指数法；麦克斯

韦尔 (J.W.Maxwell) 博采众长，将最小需要

量法、专业化指数法与纳尔逊的平均值加

标准差法结合，但数据提取的思路仍然与

纳尔逊、麦克斯韦尔相同。贝里 (1968) 选

取了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减少了事先假定的成分。

中国城市地理学界在吸收国外研究

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城市体系的研究

实践，创新了城市职能理论。80 年代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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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初，周一星等（1988，1991）相继

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城市工业职能的研究

论文，较为系统地提城市职能三要素理论，

即一个完整的城市职能概念应包括专业化

部门、职能强度和职能规模三个要素。该

理论对城市职能分类研究作出了较大贡献，

为中国城市职能分类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作

用。但也有学者认为该理论存在缺陷，如

张复明、郭文炯（1999）认为，从逻辑关

系上讲，三要素的说法是不严密的，因为

专业化部门显然不能与职能强度和职能规

模相并列，而且职能强度和职能规模也不

是职能的要素，而是职能的特征；职能强

度与职能规模也不是并列的概念，职能强

度是一个相对概念，能够较好地反映城市

职能的结构属性，而职能规模是一个绝对

概念，难以反映城市职能的规模属性。在

他们看来，城市职能有两个基本属性：一

个是结构属性，即职能组分的配置关系，

这里的职能组分是指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

主要领域；另一个是空间属性，即职能的

尺度特征和区域范围，这里的职能尺度是

指社会经济活动所影响的空间范围。可以

用职能层次、职能规模和职能强度三个特

征来衡量城市职能。樊福卓（2009）建立

了一个包括职能强度、职能规模、职能地位、

职能势力、职能分工系数、城市职能分工

系数等概念的城市职能分析框架，讨论城

市职能问题。

2.2 本文研究方法及指标设置

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用职能

规模、职能地位两个维度判定旅游城市并

进行分类。职能规模衡量城市旅游接待总

量在整个城市体系中的重要性，反映城市

旅游职能的空间属性，举例来说，一个年

旅游接待量 5000 万人次的城市，其旅游

职能在规模维度上显然要大于接待规模在

500 万的城市；职能地位衡量旅游业在该

城市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用于城市内部

行业和行业之间的比较，反映城市旅游职

能的结构属性。同等规模的旅游收入，对

于有的城市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说明旅

游业相比其他产业地位并不突出，而在有

些城市可能是经济的重要支柱，可以认为

前者的旅游专业化程度较低，后者旅游专

业化程度较高。

职能规模维度的衡量，采用城市旅

游接待总人次指标，包括入境旅游人次及

国内旅游人次。职能地位维度的衡量，用

旅游总收入相当于 GDP 的比重这一指标来

衡量。严格来说，旅游收入是未扣除中间

投入的总值概念，GDP 是扣除中间投入的

增加值概念，二者的比例关系并不代表该

城市 GDP 中有多大比例由旅游业贡献，但

这一比重能相对反映旅游业在地区经济中

的地位，不影响全国城市的横向对比。

在 每 个 维 度 上， 采 用 纳 尔 逊

(H.J.Nelson) 法进行职能强度的判别。首先

确定参数值的全国均值（ ），作为确定

城市专门化部门的限界；其次求出职能参

数里的标准差（ ），然后在每个维度上求

出相应城市的职能强度系数（ ）。

根据 Mi 值的大小将每个维度划分为

三段，在职能规模维度上，将旅游城市划

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在职能地位维度

上，将旅游城市划分为高专业化、半专业化、

低专业化。

设一个城市体系中，接待总人次均值

为 ，标准差为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

有关规模的样本值是偏态分布的，即绝大

多数城市接待规模都小于平均值，因此对

城市旅游职能规模界定如下：

同 样， 设 某 城 市 i 的 GDP 值 为

GDPi，旅游总收入为TIi，旅游功能地位 

 

反映在二维表上，便形成了三三交叉

的九宫格，代表九种城市类型（图1）。除

了第九类小型低旅游专业化城市不能算作

旅游城市，其他类型都有一定的旅游城市

特征。一类旅游城市接待规模大、旅游

业在城市经济中职能地位高，是大型高旅

游专业化城市；二类、三类虽然旅游专业

化程度不高，但接待规模大，是大型旅游

城市；四类、七类接待规模小，但旅游业

专业化程度高，是中小型专业旅游城市；

五类处于中间位置，是准旅游城市；六类、

八类具有旅游城市特征，六类旅游城市随

着接待规模扩大可能成长为大型低专业旅

游城市，八类旅游城市随着旅游业地位

的突出可能成长为小型高专业化旅游城市，

因此属于潜在旅游城市。

 

3 数据分析及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 2010 年中国 287 个地级

以上城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城市名录

及 GDP 指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1》，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指标由于缺

乏国家层面的地级市统计，采用各城市国

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城市来

源于当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数据收集中注

意甄别不同的口径，保证数据横向可比，

由于有两个城市旅游数据缺失，最终纳入

计算的样本城市共 285个。

3.1 单维度描述分析

旅游职能规模维度。全国旅游接待

规模最大的城市是上海，2010 年旅游总人

次达到 2.23 亿人次，最小规模的是甘肃

金昌市，旅游总人次45.77 万人次。根据

平均值和标准差，旅游接待规模为小型的

城市有 205个，典型代表有三亚、丽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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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旅游接待规模在 1672 万人以下；中型

的有 61个，典型代表包括桂林、张家界

等，年旅游接待规模在1672~3975 万人之

间，大型的有 19 个，北京、上海、天津等，

年旅游接待规模在 3975 万人以上。

旅游职能地位维度。从旅游职能地

位来看，旅游总收入相当于 GDP 的比重分

布在 0.5%~78%之间，最大的是丽江，2010

年全市 GDP 仅143 亿元，旅游总收入达到

112亿元，说明在丽江的经济产业中，旅

游业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旅游是该城

市的重要职能。比重最小的是濮阳市，全

市 GDP 达 700 多亿元，旅游收入仅4亿多

元。同样根据均值和标准差划分为三个层

次，根据样本，低旅游专业化城市有 174个，

半旅游专业化城市有 94个，高旅游专业化

的城市有 17个。

3.2 双维度综合分析

根据职能规模和职能地位，在一个

二维图上标出各城市的位置，可以得到

图 2 的分布图。对应前文理论模型的九

宫格，可以发现，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水

平上，还没有出现第一种类型，即大型高

专业旅游城市，北京、上海、杭州的指标

距离门槛比较接近，可能最早成为这种类

型。目前大型旅游城市在职能地位上几乎

全部属于半专业化，即接待量到达一定门

槛之后，旅游产业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不

会太低，但也不具有支配地位。大型旅游

城市目前共计19 个，占全部样本量的 6.7%，

但旅游接待规模占全国城市的 31.7%。中

小型高专业化旅游城市17个，占样本量的

6%，对应九宫格的第四、第七类，这部分

城市旅游职能比较突出。第五类城市有 26

个，占样本量的 9.12%，第六类和第八类

城市分别有 26 和 49 个，占样本量的 9.12%

和 17.19%，这三部分约 35.4% 的城市具有

一定旅游城市特征，是潜在的旅游城市，

沿着不同路径扩张，第六类可能成长为大

型旅游城市，第八类可能成长为第七类专

业旅游城市。其余148 个城市，占样本总

量的 51.9%，目前不具备旅游城市特征。

3.3 中国旅游城市分类研究

根据上面实证研究，将中国旅游城市

分为大型旅游城市、中小型专业旅游城市、

中型半专业旅游城市、中型低专业旅游城

市和小型半专业旅游城市。

大型旅游城市。大型旅游城市主要从

年旅游接待规模的维度来衡量，其特征是

具有较大的旅游接待量，在中国城市体系

中，其旅游接待规模具有重要地位。一般

是直辖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重点省会城市，如南京、郑州、西安、成都、

杭州，国际知名旅游城市，如洛阳、苏

州。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大型旅游城市

全部为半旅游专业化城市，旅游收入相当

于 GDP 的比重在 10%~20% 之间。说明在

这些城市，旅游收入是当地的一个重要来

源，但在城市经济中并不占绝对支配地位。

因此这些城市往往也是区域的政治、经济、

商贸、文化中心，具有多种职能，旅游职

能很难凌驾于其它职能之上。

中小型专业旅游城市。中小型专业旅

游城市主要是从职能地位的维度来判定。

其主要特征是：年旅游接待量为中型或小

型，绝对规模在国内城市体系中并不占领

先优势，但旅游收入是当地经济的重要来

源，旅游业在城市经济中占据非常重要的

地位。这类城市一般处于落后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旅游业相对于其它产

业具有一定的优势。该类型旅游城市主要

包括丽江、黄山、桂林、张家界、三亚等。

图2   中国城市旅游职能地位和职能规模分布图图1  旅游城市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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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半专业旅游城市。该类型旅游

城市接待规模为中型，但由于处在经济较

发达地区，城市经济规模较大，其它产业

如第二产业也很发达，旅游业在城市经济

中虽有一定地位，但不占绝对优势。该类

型旅游城市主要包括秦皇岛、扬州、珠海、

厦门、九江、大连等，基本全部处于东部

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总量大，旅游业在经

济中的比重一时不会上升到较高水平，其

成长路径主要是通过扩大旅游接待规模，

成为大型旅游城市。

中型低专业旅游城市。该类型旅游

城市接待规模为中型，但由于城市同时承

担着其它更为重要的经济职能，旅游业在

城市经济中比重较小、地位较低，如深圳、

东莞、济南、合肥、安阳等。在这些城市

中，其它产业较为发达，旅游业并不占优势。

该类型城市可能朝两个方向扩张：其一是

旅游接待规模进一步扩大，从而进入大型

旅游城市的行列，如厦门、大连等，其二

是旅游接待规模一时达不到大型门槛，但

旅游业在城市经济中比重上升，从而在城

市经济中的地位上升，成为中型专业旅游

城市。

小型半专业旅游城市。该类型旅游城

市旅游接待规模较小，旅游业在城市经济

中有一定地位，但优势并不大。如景德镇、

承德、遵义、呼伦贝尔等，大部分处于中

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旅游业有一定

基础，但和专业型旅游城市如丽江、三亚

相比有差距。该类型城市在规模维度上很

难成为大型旅游城市，但如果旅游业在城

市经济中规模进一步扩大，将成长为小型

专业旅游城市。

4 结论及讨论

根据以上研究，归纳出以下四点结论 :

第一，从城市职能的角度来看，所谓

旅游城市是指旅游职能较强的城市。对一

个城市是否具有旅游性质的判定，可以结

合城市的旅游职能规模和职能地位两个

维度进行。在任何一个职能维度上比较突

出的，是旅游职能较强的城市，包括职能

规模和职能地位组合为大型- 高专业、大

型- 半专业、大型- 低专业，小型- 高专业、

中型- 高专业的五种类型；中型- 半专业、

小型- 半专业、中型- 低专业这三类城市

可能在未来通过在某一维度的变化，旅游

特征更加明显，属于潜在旅游城市。在任

何一个维度上都不突出的城市，现阶段还

不具有旅游城市特征，包括小型- 低专业

城市。

根据样本数据，中国目前能界定为

旅游城市的城市有 36个，潜在旅游城市

101个，非旅游城市 148 个，分别占总数

的12.6%、35.4%、51.9%，旅游城市比重较

小，非旅游城市比重大，符合中国工业化

后期的城市经济特征。

第二，综合型大城市一般在城市体系

中承担着重要的旅游职能，主要表现在职

能规模维度。但综合型大城市旅游职能地

位不会太高。因为综合型大城市往往还肩

负着其它重要的经济职能，相对而言，旅

表1  中国旅游城市分类表

职能地位  小型     中型   大型

高专业化  三亚、丽江、拉萨、池州、安顺、南平、 桂林、黄山、张家界、乐

  忻州、泸州（共8个）   山、舟山、贵阳、本溪、

       丹东、抚顺（共9个）

半专业化  盘锦、辽阳、景德镇、衢州、雅安、阳泉、北海、 珠海、厦门、湖州、镇江、 北京、上海、天

  鹰潭、湘潭、商洛、锦州、三门峡、晋城、韶关、 嘉兴、威海、丽水、绍兴、 津、重庆、南

  葫芦岛、海口、营口、大同、晋中、十堰、宝鸡、 常州、日照、大连、秦皇岛、 京、苏州、无

  安康、咸宁、呼伦贝尔、铁岭、承德、阜新、朝 开封、金华、昆明、扬州、 锡、武汉、杭

  阳、伊春、自贡、运城、吉安、眉山、连云港、 太原、台州、泰安、焦作、 州、洛阳、宁

  益阳、宜宾、临汾、遂宁、保山、贺州、广安、 南宁、温州、九江、长春、 波、沈阳、西

  云浮、遵义、怀化、天水、黑河、资阳、南充、 安庆、上饶（共26个） 安、郑州、成

  梅州（49个）       都、青岛、广 

          州、长沙、哈

          尔滨（共19个）

低专业化  攀枝花、铜川、马鞍山、呼和浩特等其它148个 深圳、东莞、佛山、惠州、

  城市     鞍山、淄博、济南、合肥、

       清远、烟台、肇庆、吉林、

       福州、济宁、泉州、咸阳、

       潍坊、安阳、临沂、衡阳、

       齐齐哈尔、保定、石家庄、

       南通、徐州、南阳（共2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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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职能很难在城市职能中占据绝对支配地

位。

根据样本数据，旅游接待规模为大

型的城市有 19 个，主要包括直辖市和大

型省会城市，这些城市在中国城市体系中

发挥着重要的旅游职能，是主要的城市旅

游目的地。但是在该城市内部职能体系中，

旅游职能没有像中小城市那样占据绝对支

配地位，城市经济对旅游业依赖程度并不

高。

第三，旅游职能地位高的城市，往往

为中小型城市，并且主要位于中西部落后

地区。在这些地区，国民经济不发达，旅

游业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更容易培育成为

支柱产业，城市经济对旅游业依赖较大。

根据样本数据，这类城市有 17 个，

几乎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由于城市规模

小，旅游接待规模不大，但旅游业在城

市职能体系中的地位非常高，在许多城市，

城市经济几乎完全靠旅游业支撑。

第四，潜在旅游城市可以通过在某

一职能维度的增强，成为旅游城市。至于

选择哪个方向，需要结合城市的比较优势。

中型- 半专业城市中职能规模较大的一部

分城市，可能通过规模扩张，成为大型旅

游城市；另一部分可能通过职能地位的扩

张，成为中型- 高专业旅游城市。

根据样本，目前潜在旅游城市有 101

个，其中中型- 半专业 26个，中型- 低

专业 26个，小型- 半专业49 个，这些城

市可能在未来成长为旅游城市。其中一部

分进入大型旅游城市，一部分成为专业型

旅游城市。

本文在借鉴城市地理学城市职能理

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用职能规模和职能地

位两个维度来判别和分类旅游城市，两个

维度分别反映城市职能的空间属性和结构

属性，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在理论分析的

基础上，利用中国 285个地级以上城市统

计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城市的旅游职能，

并在此基础上对旅游城市进行了类别划分，

对于理解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中国的

旅游城市数量、规模、类别，具有一定的

价值。

但是本文的研究是基于2010 年数据

的静态分析，结论仅能反映当前水平，无

法衡量各城市旅游职能的动态演化过程。

由于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城市的旅游职能

处于不断演化和变动当中。对这一变动历

程进行时间序列的分析和研究，将有助

于理解旅游城市的产生、发展和演化规律，

从而展望未来趋势。

注释：

①游人比为：年游人次 / 年城市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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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回避我国的保护规划的功利性，事

实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确实是城市

发展的动力，也是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

动力之一。尤其对于当涂这类历史信息

缺失严重且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城

市，既要承担继承历史文脉的责任，又

要担当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

使命，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保护过程中

需逐步调整保护的态度和观念，用历史

环境观的整体性思维去操作，将保护看

做城市发展的契机之一，以城市发展为

目标，通过历史文化的复兴来激发城市

的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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