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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旅游在中国: 研究回顾与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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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中国城市旅游的研究动态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后认为，中国城

市旅游研究虽然成果数量多并呈现稳定递增态势，但同时存在着动态研究不足、系
统性缺失、研究深度不够以及方法落后等问题。本文从发展目的、形态、生产模式

和空间结构四方面对城市旅游进行了重新认识，并探讨了对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

以及与城市其他产业的融合和嵌入发展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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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9 年 11 月 16 日，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斯亮在首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上指出，中国城市总数已

经达到 66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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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 1976 ) 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当人均 GDP 突破 5000
美元时，社会开始步入以信息化、知识化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化时期，经济结构从

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服务的社会，因此，在

后工业化时代，城市的发展模式不再依据传统的零售服务供给、制造业等活动，而

是依据城市在全球化信息经济中的地位，来促进服务业系统性发展( Daniel Bell，
1976) 。由于服务业涵盖生产、生活、公共服务等众多方面，因此随着后工业时代的

到来，城市的综合性特征日益彰显。不断完善的基础和配套设施，日渐优化的环境

和多样化的服务功能，使城市不仅成为区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成为旅游

活动的中心。城市旅游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具有相当规模并走上规范发展的道路，

比较而言，中国城市旅游起步较晚。自 1995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创建“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活动，带来了城市旅游的迅速和持续繁荣。根据国家旅游局 2010
年 5 月公布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名录》，截至 2010 年，全国先后有 339 个城市被

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占城市总数的 51% ①。实践表明，城市旅游推动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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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奠定了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基础，已成为中国现代旅

游业发展新的增长点，在整个旅游产业中地位突出。
产业的发展与繁荣必然引起研究的关注。在国外，自 Stansfield( 1964 ) 阐述了

城市旅游的概念后，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城市旅游的重要性，到 20 世纪 80、90 年代，

西方城市旅游研究迅速发展，基本形成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局面，其研究领域涉及城

市旅游的需求与供给、城市旅游的影响、城市旅游的开发规划与管理等方面。随着

城市旅游的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城市旅游研究，并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由于城市是由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形成的多层次多主体的复杂系统，造就了城

市旅游研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了尽可能全面地评价国内城市旅游的研究成果

和现状，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检索源，对检索到的相关文献做了简要分析，发现，国内

的城市旅游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在学术研究层面都面临着转型问题，急需重新

认识，廓清本质。

2 中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回顾

2． 1 研究的兴起

城市旅游研究在西方国家发轫较早。Stansfield( 1964) 在其著作《美国旅游研

究中 的 城 乡 不 平 衡》( An note on the urban-nonurban imbalance in American
recreational research) 中首次提出了旅游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 城市旅游的研

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期，世界范围内，旅游学都忽视基础理论研究，

未能形成普遍认同的旅游研究的概念、理论乃至范式，导致研究陷于分散、凌乱的

局面，城市旅游研究也不例外( 古诗韵，保继刚，1999) 。因此，尽管当时西方学者已

经认识到城市旅游研究的重要性，但绝大部分研究只是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 直

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城市旅游研究才真正开展起来，Ashworth ( 1989，1992 ) 、
Ashworth and Tunbridge( 1990) 等都做了开创性研究。

与国外相比，我国城市旅游研究起步较晚，尽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

初出现了极少量的城市旅游方面的文献( 以“城市旅游”或者“都市旅游”为关键

词，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硕士论

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检索源进行标准检索，截至 1994
年底，共检索到 19 篇文献) ，并且基本停留在简单介绍、描述层面。直到 1995 年

后，随着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和全面发展，理论研究才得以兴起并不断跟进，陈传康

( 1996) 、李蕾蕾( 1995，1998) 、宋家增( 1996 ) 等学者分别对城市旅游开发与规划、
城市旅游形象以及都市旅游的发展进行了相关探讨，为城市旅游的后续研究奠定

了一定基础。之后，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空间和范围的日益拓展，旅

游形式和内容的日益更新，旅游活动和现象的日益复杂，城市旅游研究变得异常活

跃，研究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 秦学，2001) 。
2． 2 研究成果的统计与分析

1995 年以后，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城市旅游的研究中。在中国知网学

术文献总库中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

35



城市旅游在中国: 研究回顾与发展展望

国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关键词“城市旅游”或

者“都市旅游”为检索式进行高级检索，截至 2011 年底，我国有关城市旅游研究的

相关文献共 2139 篇，除 2011 年外，研究成果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见表 1) 。从文

献的年度分布来看，与旅游学科中的其他研究相比，城市旅游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稳定性，这也与城市旅游在旅游业中的稳定地位相吻合。

表 1 截至 2011 年底国内以“城市旅游”或“都市旅游”为关键词的文献年度分布数量

年度 文献数量( 篇) 年度 文献数量( 篇)

2000 年以前 136 2006 167

2000 46 2007 219

2001 56 2008 240

2002 82 2009 251

2003 103 2010 291

2004 124 2011 282

2005 142 总计 2139

剔除新闻类、信息报导类等非研究性文章，文献的研究内容( 分布情况见表 2)

主要涉及城市旅游规划与发展、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城市旅游的基本理论、城市旅

游竞争力等九大方面，其中以城市旅游规划与建设、形象定位方面的研究居多，而

关于城市旅游区域合作、文化、营销、产品等的研究相对较少。

表 2 国内城市旅游研究内容分布情况表

研究内容 文献数量( 篇) 研究内容 文献数量( 篇)

城市旅游规划与发展 379 城市旅游区域合作 116

城市旅游形象定位 255 城市旅游文化 111

城市旅游基本理论研究 209 城市旅游营销 92

城市旅游竞争力研究 204 城市旅游产品 82

城市旅游结构域布局 175 其他 213

通过对文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 第一，研究主体日渐多样化，涵盖地理学、经济

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从论文作者所在单位的情况来看，高校是城市旅游研究的

主力。第二，成果的数量虽然逐年递增，但创新性研究凤毛麟角，按“问题 － 原因 －
对策”的传统研究范式的文章依然占相当大的比重，描述性、解释性研究较多，整体

研究水平不高。为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本文选取了较具影响力的 10 种刊发旅游类

论文的国内学术期刊，以关键词“城市旅游”或者“都市旅游”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

出版总库中进行标准检索，截至 2011 年底，这 10 种刊物发表城市旅游研究论文

236 篇，仅占总量的 11%，每种期刊发表的城市旅游研究的论文篇数见表 3。第三，

多数成果体现城市旅游“游离性”特征，就旅游论旅游，除规划建设中较多谈及城

市旅游与城市的关系外，从经济转型、产业融合等层面对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展开

的研究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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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截至 2011 年底国内 10 种学术刊物刊登的城市旅游研究论文数量

期刊名称 文献数量( 篇) 期刊名称 文献数量( 篇)

旅游科学 34 旅游学刊 44

经济地理 31 人文地理 25

地域研究与开发 19 城市发展研究 7

城市问题 18 社会科学家 9

桂林高等旅游专科学校学报 /旅游论坛 48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10

2． 3 研究的不足与缺失

通过对所搜集文献的题名和摘要进一步整理和分析后发现，与国外城市旅游

研究相比，我国城市旅游研究虽然数量逐年递增，但仍存在如下四方面不足或

缺失。
2． 3． 1 动态研究不足

城市旅游业发展的过程性，决定了历时研究的重要性，唯此才能积累足够多的

数据，揭示旅游业与城市发展和变迁的深层关系。然而，从笔者掌握的文献情况来

看，国内十几年来对城市旅游的研究基本以截面研究( 横向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 为主，缺少从城市的经济演化过程、产业结构变迁等角度入手，动态追踪旅

游业与城市发展关系的历时研究( 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 。以 4 种主要旅游

类学术期刊为例①( 见表 3) ，截至 2011 年底，刊登城市旅游研究的文献总数为 136
篇，但历时性研究成果仅有 5 篇②，不到总数的 4%。
2． 3． 2 系统性研究缺失

城市是一个包含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子系统的复杂大系统，而旅游业的发

展也包含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元目标。因此，城市旅游研究需要从系统角度

切入，从城市整体发展出发揭示城市旅游的驱动机制、发展阶段、模式、综合效应

等。通过梳理所搜集文献发现，目前国内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城市的某一子系统或

某一子系统的部分要素出发来研究城市旅游，主要围绕城市旅游的单一目标，如环

境或经济目标展开研究，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元目标出发的系统性研究缺

失。这一点从 4 种旅游类学术期刊中刊登城市旅游文献的情况可略见一斑: 在所

刊登的 136 篇城市旅游研究的文献中，除关于城市旅游竞争力的相关研究外，只有

罗文斌等( 2008) 《基于 TOPSIS 法的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评价研究———以

杭州市为例》系统分析了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2． 3． 3 研究深度不够

当前国内学者对城市旅游的研究或者从国外城市旅游的发展与研究出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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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旅游学界一般将《旅游科学》、《旅游学刊》、《旅游论坛》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认定为 4 种

主要的旅游类学术期刊。
这 5 篇文献分别为: ( 1) 郭为，朱选功，何媛媛． 近三十年来中国城市旅游发展的阶段性和变化趋势．

旅游科学，2008( 4) ; ( 2) 罗文斌等． 基于 TOPSIS 法的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评价研究———以杭州市为

例． 旅游学刊，2008( 12) ; ( 3) 马晓龙． 基于绩效差异的中国主要城市旅游发展阶段演化． 旅游学刊，2009 ( 6 ) ;

( 4) 王辉，郭玲玲，宋丽． 大连市城市化演进对环城游憩带的影响研究．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 ( 11 ) ;

( 5) 赵磊． 旅游发展能否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旅游学刊，2011(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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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从国内城市旅游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出发，或者从相关学科的理论出发，围绕城市

旅游展开探讨，研究虽不断深入，但基本都是“就旅游论旅游”，深度明显不足。在

前文所述的 10 种主要期刊上刊登的 236 篇城市旅游研究的文献中，从城市建设与

发展、资源配置、文化等角度出发研究城市旅游的文献仅 27 篇。总体来看，不仅缺

乏从城市社会经济体系出发的深层思考，更罕见城市旅游与当前国家经济整体转

型、城市化进程、民生、产业融合与演进等结合的深度探析。随着旅游业功能的扩

大和产业地位的提升，城市旅游研究的范围和意义必然发达，同时预示着“就旅游

论旅游”的传统范式的终结，跨学科和复杂性的特征会更加明显。
2． 3． 4 研究方法落后

研究问题的设计和研究方法的选择，直接影响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城市

旅游是多学科交叉而成的研究领域，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不能抛弃人

文主义方法论，要强调研究者“投入理解”，开展探索性、定性研究( 马波，2009 ) 。
从陶伟和钟文辉( 2003) 、郑嬗婷等( 2006 ) 对国外城市旅游研究进展的分析来看，

城市旅游的复杂性使得城市旅游研究需要借鉴数学、心理学、地理学、管理学等学

科的研究方法，推进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创新，促进城市旅游的研究向多学科多层次

纵深发展。单就笔者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国内的城市旅游研究方法主要停留在

传统的思辨式方法以及对具体案例的描述性分析和简单的统计分析上，鲜见遵循

国际研究范式的实证研究成果以及采用文本分析、问卷调查、田野调查等质性研究

方法的文献。

3 中国城市旅游研究与发展再认识

当前，国家经济处于整体转型期，“转方式、调结构、扩内需”是今后相当一段

时期内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宗旨和主要任务( 刘圣珍，2010 ) 。这是一个系统工

程，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还涉及环境保护、可持

续发展、消费行为、文化等各个方面，最终目标是实现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

续性( 郑业鹭，2011) 。城市是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国家整体经济转型中

首当其冲。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如何实现城市旅游的转型发展，需要从核心吸引

力、发展目的、生产模式、空间结构等方面对城市旅游重新认识。
3． 1 吸引力再认识: 综合性是城市旅游发展的核心吸引力

吸引物驱动论认为，城市旅游的发展是由一切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并具有

旅游开发价值的城市旅游吸引物所拉动( 龚伟，2006 ) 。而城市旅游吸引物的涵盖

范围非常广泛，国内学者们将其总结为旅游资源、城市文化、节庆活动等很多个方

面( 李立勋，1997; 朱佩军，1998; 刘住，等，1999; 陶伟，等，2002) ，并就每个方面展开

了很多独立的研究。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旅游活动的不断开展，人们发

现，围绕单一吸引物、甚至多个吸引物而开展的城市旅游吸引力日渐下降，主题明

确且建设、管理、经济、文化、环境、基础设施等综合性水平高的城市，知名度日渐提

高，吸引力逐渐增强( 龚伟，2006; 谢彦君，等，2010 ) 。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表明( 保

继刚，2002; 张蕾，等，2005; 梁明珠，陈晓洁，2006) : 随着竞争的加剧，城市旅游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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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已不单纯是早期单一吸引物、单一要素的点式竞争，而是城市综合性的系统竞

争。当今的旅游者，不仅要求城市拥有各种诱人“之最”，更要求城市的综合实力

为其旅游活动提供支撑和保障。因此，综合性是未来城市旅游发展的核心吸引力

和竞争力。
另外，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旅游作为民生产业地位的确立，城市旅游业

的发展除了吸引外地旅游者、创造经济价值外，其对当地居民的民生、文化、环境等

作用日渐凸显。城市旅游功能的上述转变会使城市旅游的目标受众从以外地游客

为主，逐步转向外地游客和本地居民并重，甚至以本地居民为主( 楼嘉军，徐爱萍，

2011) 。对本地居民而言，他们熟知城市的各项单体资源，更看重服务和产品的品

质，而产品的品质高低又取决于城市旅游的综合实力。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也

突出显示了城市旅游的综合性。
那么，如何形成并巩固城市旅游的综合性呢? 这不仅是学界要研究的主要问

题，也是业界要实践的主要方面。总之，绝不能将旅游业的发展游离于城市经济社

会文化系统之外，而必须将旅游作为现代城市建设的一项基本职能，融于城市建设

与发展中，实现旅游发展与城市发展的一体化。这就要将城市的历史、经济、社会、
文化、环境、资源等看成是一个大系统，系统内上述各要素不仅相互联系，而且互为

因果，都是城市旅游发展的基础和资源。系统内所有要素的切合点是城市旅游主

题的出发点，系统内所有要素的和谐发展是城市旅游综合性的体现。
3． 2 发展目的再认识: 追求品质是城市旅游发展的终极目标

中国旅游业发端于城市，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1978 年以前，城市旅游是

以外事接待为主要目的的旅游事业发展阶段; 1979 年以后，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

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的现代旅游产业开始发展。而这其中又明显分为两个阶

段: 1979 年至 1993 年，基本以入境旅游市场为主，发展城市旅游的最主要目的是创

汇; 1993 年至 2008 年，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国家

休假制度的调整，在入境市场平稳增长的同时，国内市场快速增长，发展旅游业的

主要目的转为扩大内需，拉动国内消费( 国家旅游局课题组，2008) 。2009 年至今，

入境旅游缺乏明显的增长动力，出境旅游则连续高速增长，中国旅游业逐渐呈现出

国内、入境、出境三元市场协调发展的局面( 张广瑞，2011 ) 。2010 年，中国出境旅

游( 含香港、澳门和台湾) 达到创纪录的 5739 万人次( 国家旅游局，2011) ，成为全

球增长最快的国际旅游客源国，也是亚洲最大出境客源市场。如果说大力发展入

境旅游和国内旅游是其经济属性的体现，那么发展出境旅游则是对人的发展和享

受需求的重视和鼓励，是对同时体现文化、社会等综合属性的品质化生活的追求。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我们越发意识到: 旅游不仅仅具有经济属性，它对人民

生活品质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对促进国家和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都发挥着积极

的作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 国发［2009］41 号) 将旅游业确

定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和“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从提升人民生

活福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视角把旅游业纳入了国家战略体系。这说明在经

历了唯经济的发展阶段后，国家对旅游的定位有了改变，旅游的民生、文化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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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越发凸显。在这一背景下，城市旅游作为城市功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宏观上

会越来越强调规划与管理水平的提高，中观上会越来越强调行业的组织和创新

能力，微观上则会越来越强调产品与服务质量的改善，以实现追求品质的最终

目标。
总之，无论追溯旅游的起源，还是考证旅游业的发展历程，都印证了这一观点，

那就是，旅游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是人类追求生活品质的体现( 马波，等，

2012) 。尽管在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社会突出强调了旅游的经济性，但我们

必须承认，旅游本身是一种非常态的品质化生活，其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的最终

指向都是生活质量的提升; 随着国家、城市经济、社会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旅游的

发展在经历了唯经济的发展阶段后，无论是从旅游业的角度，还是从旅游者的角

度，都将越来越呈现出追求品质的属性( 马波，等，2012)

3． 3 生产模式再认识: 由“大众”走向“小众”是城市旅游发展的趋向

很多学者对大众旅游的解释，要么倾向于发展趋势，要么倾向于大规模客流，

一般都认为，大众旅游是为满足大众去特定区域体验、在住宿、交通和服务等方面

的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当代发展趋势( Chuck，Eduardo，1997 ) ，是大量旅游者去旅游

目的地的稳定游客流动现象( Youell Ray，1996) 。不难看出，他们对“大众旅游”的

认识是从需求角度出发，指旅游活动参加者的范围扩展到普通的劳动大众，即旅游

消费越来越趋向大众消费。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

发展，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公共假期的增多，带薪休假制度的调整，无论是从发展

趋势还是从游客数量来看( 郭为，等，2008) ，当前中国的城市旅游发展符合了“大

众”的要求，或者说已经进入“大众旅游”阶段( 邵琪伟，2011) 。
但从供给角度来看，大众旅游又该如何理解呢? Poon( 1993) 认为，大众旅游是

“以固定的价格，标准化的服务，大批量销售给大众顾客的包价旅游”，即大众旅游

强调的是固定化、标准化和批量化。诚然，大众化的旅游产品在过去的城市旅游发

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可是我们也注意到，在大众化的城市旅游蓬勃发展的同时，旅

游者越来越注重符合自己品味和价值追求的个性化消费，并且这种趋向越来越明

显。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与大众旅游形成鲜明对比的、满足不同兴趣群体的“小众

旅游”悄然出现( 王钦安，等，2008) ，并且在城市旅游消费构成中所占的比重不断

增大。所谓“小众旅游”，是指针对细分了的旅游目标市场中某一类或某几类旅游

者的需求、特点、心理、习惯开发设计的旅游活动( 连玉銮，石应平，2005) 。“小众

旅游”中的“小众”一词源于现代传播学和营销学( 周国华，2001) ，是指对某一类旅

游产品具有独特和持久兴趣的旅游者。观察当下的众多旅行社、旅游电子商务网

站、酒店等，自由选择、量身定制式的生产方式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其塑造竞争力

的主要手段。同时，随着城市整体功能和旅游功能的不断完善，城市旅游信息平台

的不断建设，获得城市旅游信息手段的进一步丰富和简化，个性化城市旅游需求的

实现越来越容易。从长期来看，个性化城市旅游需求的不断增长必然带动个性化

城市旅游供给的相应增长。因此，未来城市旅游的生产模式会逐渐从“大众”转向

“小众”，以适应城市旅游需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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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空间结构再认识: 区域一体化是城市旅游发展的必然

任何经济活动的发展都是渐进的，旅游也不例外。马波( 1999) 认为，随着旅游

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变化，旅游接待地的发展表现出渐次演进的过程，区域联合发展

是最后一个阶段。随着国内外旅游市场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城市认识到，单凭

一己之力难以做大甚至保住市场，于是纷纷由竞争走向合作( 崔凤军，2004) 。近年

来各地无障碍旅游区的构建、旅游联合营销活动的开展、区域旅游标准一体化的建

设等无不说明了这一点。可以预见，未来的城市旅游竞争，除了具备综合性功能的

个体之间的竞争之外，还将是区域之间的竞争，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城市旅游的

发展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栗路军，2011 ) 。因此，从空间结构上来看，区域一

体化将是城市旅游发展的必然。只有实现了一体化发展，才能充分叠加区域优势

资源，实现整体运作与统一规划，避免雷同开发、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现象的发

生，在增强区域旅游竞争力的基础上增强单体城市的吸引力。
当然，对于同一区域的城市来说，如何凭借区域的整体力量，使各城市在竞争

中实现合作，最终走向一体化发展，是今后城市旅游研究和实践的重点。事实上，

在城市旅游一体化发展中，做大旅游市场是区域旅游发展的表现和结果，旅游空间

的相互作用是区域旅游发展的基本动力( 陶伟，戴光全，2002 ) ，而城市之间的竞争

与合作则是相互作用的具体体现。尽管国内在旅游空间竞争与合作方面的研究已

经有了一定的文献积累，但大多数研究着重于探索旅游空间竞争或空间合作单方

面的问题( 郭为，等，2008 ) ，对如何协调旅游空间竞争与合作关系的研究并不多。
因此，在城市旅游未来的发展中，无论从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都应该以

资源、交通、社会经济、产业政策等为基础，以区域内主要城市为核心，以区域空间

为网络，探讨区域内部城市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全面合作，以最终实现一体化发展。

4 融合与嵌入: 中国城市旅游的发展方向

产业融合是 1970 年以来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产生的经济现象，由于

其促进了产业创新，提升了产业竞争力，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因此备受学

界与业界的关注，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产业融合进行了界定。美国学者格

里斯坦和卡恩( Greenstein，Khanna，1997) 认为，产业融合是指为适应产业增长而发

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 日本学者植草益( 1988) 在其著作《产业组织论》中指

出，产业融合是原本属于不同产业或市场的产品，由于技术创新而导致具有相互替

代关系，使两个产业或市场中的企业转为处在竞争关系中的一种现象。我国学者

厉无畏和王振( 2003) 认为，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产品相互

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的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这种观点在

国内被广为接受。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不断发展，消费需求的不断变化，产业融

合有了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不仅成为当今国际产业发展的业态趋势，也是产业发

展的现实选择和社会经济运作的新方式。
随着全球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产业内部各行业、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已

经产生了许多“跨界”发展的新行动，新的业态不断出现，旅游产业融合已然于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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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张辉，秦宇，2006) 。通过查阅旅游产业融合的相关文献发

现，学者们普遍认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是指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或旅游产业内不同

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合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或产业链的动态发展过

程( 史国祥，2005; 徐虹，等，2008; 杨颖，2008; 马学锋，等，2010) 。本文中城市旅游的融

合与嵌入发展，是指城市旅游通过与城市其他产业之间的渗透、交叉，融入到城市的

社会经济大系统中，而非游离于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等产业之外。
4． 1 动因

之所以说融合与嵌入是中国城市旅游未来的发展方向，出于以下几方面的

动因:

首先，从旅游业自身的特性出发，城市旅游的融合与嵌入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

性。随着城市旅游综合性的不断体现，旅游日渐成为城市的基本功能，发挥着多方

面的作用。这样一来，旅游业综合性强、关联度高的特点在城市旅游发展中就更为

凸显，与城市社会、文化、环境、教育等许多产业发生联系并不断融合。反映在现实

发展中，一方面，旅游业与城市环境、文化、体育等产业的关联度越来越高( 王慧敏，

2007) ，城市众多产业通过适当改造，与旅游业相互叠加、嵌合，增添旅游功能，创造

了附加价值; 另一方面，城市其他产业围绕旅游消费新趋势，利用原有生产能力，不

断发展旅游装备制造业和旅游中介服务产业等，创造了新的产业体系。
其次，从国家战略角度来看，融合与嵌入是城市旅游发展的大趋势 ( 杨颖，

2008) 。尽管近年来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但城市旅游仍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头戏

( 郭为，等，2008) 。因此，要实现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让人

民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目标，城市旅游的转型升级是重中之重。在这一过程

中，只有大力推进城市旅游和其他产业的融合与嵌入，才能既使城市中的各种资源

在融合、嵌入过程中实现价值最大化，又使城市中的各种产业为城市旅游提供更好

的支撑和保障，促进城市旅游的转型升级，并真正发挥城市旅游的综合功能。
再次，从城市化发展的角度看，旅游与城市的融合与嵌入发展意义重大。城市

化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旅游

业发展的动力和机制随着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发生着转变; 另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

又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经济产业正处在服务化进程中，而在我

国城市化进程中，不管是卫星城市建设还是新城区建设，都要依靠服务业的不断发

展来支撑( 郑琼洁，李程骅，2011) 。旅游业不仅是服务业重要的组成部分，还常常

是服务业发展的龙头，因此发展旅游又构成城市化的实质内容( 马波，2007 ) 。可

见，从城市化动态发展的角度看，旅游与城市的融合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4． 2 转变

城市旅游的融合与嵌入发展将导致人们对城市旅游的资源、功能、管理等观念

的转变。从资源上看，伴随着近年来“无景点旅游”等新型旅游方式的出现，人们

已经开始转变原有城市旅游资源观。在以后的发展中，会本着“凡是城市特色资

源，都是旅游产品”( 魏群峰，2006) 的先进思想，不断地将城市旅游的资源范围扩

大到城市的制造、建筑、文化、商业、教育、体育等众多领域。通过直接利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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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等多种方式，强化城市其他产业、资源的旅游附加功能，创造出更多的旅游服

务体验或服务功能，形成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旅游资源”，使城市旅游资源的

外延不断拓展，类型更加丰富。
从功能上看，在城市旅游发展中，已经由注重经济功能向发挥综合功能转变，

更加强调其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民生作用。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者能

享受到的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精神追求越来越高。反映在产品开发上，将不再是

简单地看景点、逛景区，而是向主题性、特色化、多元化和品质化发展，形成真正的

“食、住、行、游、购、娱”的综合性高品质组合。
从管理角度看，城市旅游依托于城市而发展，必然受制于城市的规划、建设与

管理。从长远来看，随着城市旅游与城市及其产业的不断融合与嵌入，城市旅游管

理也必然实现从部门管理向目的地整体管理的转变。这就要求对旅游管理组织予

以调整，打破现有部门分割的现状，建立职能更为强大的协调管理机构，在重要的

旅游城市，如北京，随着旅游与城市发展的一体化，具有更强统筹功能的“旅游委”
的出现便是很好的例子( 张辉，2011 ) 。同时，在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还要

改变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借鉴其他产业的经验，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实现“小政

府，大市场”化的管理。
4． 3 类型

不同城市，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产业结构各异，资源条件、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其

在产业构成中的比重也不一样，因此，城市旅游与城市及城市各产业融合、嵌入发

展的类型也会不同。笔者认为，城市旅游的融合与嵌入发展会呈现以下两种类型

( 见图 1、图 2) :

在类型 a 中( 见图 1) ，该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具

备很好的基础条件，并在产业构成中占有较大比重，形成了鲜明的旅游形象，因此

在城市旅游的融合与嵌入发展中，会以城市旅游为圆心，以城市原有产业为基础，

围绕城市旅游发展配套产业、支持产业和带动产业，形成以城市旅游为主导的城市

产业圈层结构。在这一类型中，城市旅游发展要与城市形象、基础设施建设、城市

活动等密切融合，城市内其他产业要进一步向旅游业靠拢，相关服务业为城市旅游

提供直接产品，制造业等配套产业提供原材料、半成品、旅游装备等。同时，配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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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支持产业的发展又会带动更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在类型 b 中( 见图 2) ，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一般，旅游资源条件较差，旅游业

在城市产业构成中比重并不大。在城市旅游发展中，既要充分发挥旅游业的综合

性和带动性作用，又不能忽视其他产业本身的发展。因此，在城市旅游发展中，会

按照“凡是各产业特色资源都是旅游产品”( 张鹏，丘萍，2006) 的思想，以资源的多

角度利用为主线，通过对各产业资源的改造、重置和转换，添加旅游功能，达到既不

影响原有产业在原有领域的发展，又为城市旅游业所用的目的，实现城市旅游与其

他产业的嵌合发展。

5 结语

中国城市旅游的发展已经从多个层面和角度呈现出融合和嵌入发展的态势。
从系统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城市旅游的吸引力、发展目的、生产模式和空间结构，

会发现城市旅游的综合性越来越突出。与此相对应，经济功能不再是唯一目的，从

社会、文化、环境、民生等诸多层面出发追求品质化成为城市旅游发展的更高要求

和目标，而对品质化的追求，又必然引致城市旅游生产模式的转变。这些转变反映

在空间结构上，将是同一区域内部甚至跨区域的城市之间的一体化发展。城市旅

游融合与嵌入发展，将对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从系统的角度切入，摆

脱过去“本位”和“局部”的做法，而且需要切实从纵向角度考虑城市旅游的发展阶

段、演变过程。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强调研究的科学性，既加强城市旅游基础理论

的研究，又强调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应用研究，使研究成果更好地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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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Tourism in China: Retrospec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XU Fuying，MA Bo
( College of Tourism，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 266071，China)

Abstract: By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o review and reflect the process of urban tourism
research in China．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research on urban tourism，though showing a pretty
quantity and a stable increase，faces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cy of dynamic research，deficiency of
systematicness，short of research depth，backwardness of methods，etc． This paper makes urban
tourism a new recognition from four aspects namely: objectives of development，its state，the production
pattern，and the space structure as well． It also explores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urban tourism and
urban development，as well as its convergence with and insertion in other sectors．
Key words: urban tourism; convergence; insertion

( 责任编辑: 梁保尔)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