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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取经济竞争优势、竞争潜力、基础支撑 3 个方面 19 个指标，采用基于熵权的灰色关

联分析方法评价广东省各城市的旅游竞争力。结果表明广州和深圳旅游竞争力的综合评价系

数远远高于其他城市; 东莞、佛山、珠海、惠州等综合排序都处于前列，排序靠后的城市主要是

位置较为偏远的揭阳、潮州、汕尾、阳江等。对城市规模与城市竞争力排序的关系进行研究。
归纳广东省旅游竞争力的区域格局，即广东省的旅游业呈现出中心突出、四周下陷、环绕珠三

角展开的核心 － 边缘结构。利用同样基于熵权的 TOPSIS 方法与原分析结果进行对比，确定分

辨系数的可靠性和数据不稳定性的来源。最后从城市和区域 2 个尺度给出广东省提升旅游竞

争力、发展区域旅游的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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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and strategy for urban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of Guangdong Province

CHEN Peiran1，2，ZHANG Luocheng1

( 1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njing 210008，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Abstract In this work，19 indicators selected in three aspects，including economic competitive
advantage， competitive potential， and basic support，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of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By using the method of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based on entropy weight，the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of every city in Guangdong was evaluated，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es of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re much higher than in the other cities． In the comprehensive ranking，the first part
includes Dongguan，Foshan，Zhuhai，Huizhou，and so on，and the last part includes Jieyang，

Chaozhou，Shanwei，Yangjiang，and so on． Furthermore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size and urban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was made． The regional pattern of tourism in
Guangdong shows a core-edge structure surrounding the Pearl Ｒiver Delta region． Our method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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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with TOPSIS method，and we analyzed the reliability of distinguishing coefficients and the
origin of data volatility． In this work the advice and strategy were proposed for improving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of Guangdong Province at urban scale and regional scale．
Keywords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entropy weigh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egional tourism;

Guangdong Province

广东省是中国改革开放起步最早、对外开放

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在市场化程度、产业发展规

模、经济竞争能力和创新水平上全国领先。凭借

优良的生态环境、高度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温润的

气候条件，广东省旅游业发展的各项指标均居于

全国首位或前列，但广东省的旅游业也面临着重

大的挑战，存在被江苏、浙江、四川等省份贴身赶

超的压力。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三大城市连绵

带之一，经济发达，对外联系方便，基础设施建设

完备，人口稠密，一直是国内最大的旅游客源地和

旅游目的地［1］，在广东省的旅游业格局中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但周边粤东西北的发展水平就比

较有限。在珠三角旅游一体化规划中，在强化广

州和深圳在旅游一体化中的龙头带动作用的同时

将推动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旅游圈深度合

作［2］。因此本文认为实现广东省城市旅游根本

性突破在于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区域旅游资源

整合和城市旅游一体化，在此基础上多层级有序

扩散，实现广东省城市旅游全域联动。
城市旅游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充

分体现城市经济健康和活力的部分，以及构建城

市形象和魅力的重要手段。城市旅游发展分为

3 个阶段: 自然增长阶段、竞争性增长阶段和共赢

性增长阶段［3］，旅游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基本处

于自然性增长阶段，旅游资源稀缺，基本为卖方市

场;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旅游业转为买方市场，全

面进入竞争性发展阶段，旅游企业、政府组织等纷

纷大力推进国内旅游促销活动向邻近区域扩散;

共赢性增长阶段是买方卖方均能在旅游业务中受

益，结合当下互联网 + ，共享经济的新型发展模

式，使旅游更加快速、便捷、廉价，更加强调消费者

的旅游体验。目前城市旅游正处于竞争性增长阶

段，因此城市旅游竞争力的评价和研究就具有了

特别的意义。城市旅游竞争力是基于旅游产业的

发展水平和城市综合环境，在产业运营过程中对

其他城市旅游业整体形成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

力。在不同的尺度，城市旅游竞争力分别表现为

旅游产品的竞争力、旅游企业的竞争力和城市旅

游产业的整体实力［4］。

1 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城市旅游的研究起步于 Stansfield［5］对

城市旅游重要性的论述。对城市旅游竞争力研究

始于城市旅游产生吸引力的条件、层次等［6-7］。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研究者开始梳理城市旅

游竞争力的测度指标，对多个城市的旅游竞争力

进行 评 价 和 比 较 并 探 索 其 空 间 分 布 的 规 律。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一些学者着重强调旅游信息

在城市旅游竞争中的重要作用［8-9］。20 世纪末，

城市旅游竞争力的评价研究拓展到城市的多项基

础指标，形成更加强调支撑条件的综合评价体

系［10-12］，并广泛采用多种方法包括方差分析法、
行为理论、线性回归等进行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定

量评价［13-15］。2005 年后，随着经济发展形势的变

化，新的发展理念的引入，旅游竞争力的研究得到

极大的拓展和延伸，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 一是研

究视角的变化，如在效率视角下基于经济前沿面

方法测度旅游竞争力［16］; 从企业微观视角研究企

业在旅游竞争力发展中的角色［17-18］; 从品牌定位

的角度研究旅游竞争力发展［19］; 从负面影响因素

入手研究成熟目的地的旅游竞争力［20］等。二是

新的影响因素的引入，其中全球化［21］、可持续发

展［22］和网络结构［23］等因素已经成为重要的决定

性因素，而游客体验和满意度［24-25］的影响力尚有

争议。三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如采用基于熵权的

TOPSIS 评价方法［26］; 借助波达什数法将 DEA、灰
色系统理论和人工神经网络 3 种排序方法得到的

结果综合［27］; 借助偏最小二乘法路径模型、PLS
回归、混合模型和基于协方差的非线性结构方程

模型等方法验证 TTCI 指标体系［28］。
国内有关旅游竞争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

代，郝寿义和倪鹏飞［29］对城市旅游竞争力的概

念、含义和测度进行初步研究。2000 年之后开始

广泛进行旅游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保继刚和

刘雪梅［30］给出城市旅游发展的 8 个动力因素，包

括城市发展水平、对外经济联系、城市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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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点、区位特性、基础设施、环境质量和服务

水平。杨英宝［31］认为城市旅游资源、城市旅游经

济条件、科技水平、旅游人才、城市旅游需求、旅游

环境、旅游企业等是影响城市旅游竞争力的要素。
郭舒和曹宁［32］认为核心吸引物、基础性因素和支

持性因素、发展性因素和支持性因素、管理创新因

素等是城市旅游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在旅

游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基础上，研究者开始对

旅游竞争力进行测度，相当多的学者采用城市旅

游业绩或现状、城市旅游发展趋势或潜力、城市经

济社会环境基础这 3 个主要的测度指标，在此之

上进行调整补充和优化，建立多级指标评价体系，

采取的研究范式多为影响因素 － 测度指标 － 评价

体 系 － 城 市 分 类 － 空 间 布 局 与 结 构 的 形

式［4，31，33-38］。也有部分学者采取不同的测度指标，

有的是采用比较细化的指标，有的则采用不同的

研究视角，如张争胜和周永章［1］选用旅游发展规

模、外出旅游能力、旅游组织能力、旅游接待能力

等 4 个方面 15 个指标。黄耀丽等［39］选用旅游发

展规模、旅游接待能力、资源禀赋指数、相关依托

因子 4 类指标。丁蕾等［40］将城市旅游竞争力分

为硬竞争力和软竞争力 2 种，共环境竞争力、人力

竞争力、经济竞争力、设施竞争力、制度竞争力和

开放竞争力 7 个方面。温碧燕和梁明珠［41］从旅

游资源、客源市场、旅游产品、区位与交通、旅游六

要素、基础设施与接待能力、城区景观、政策经济

环境等 8 个方面选取 22 个指标。张河清等［42］从

要素竞争力、市场竞争力、管理竞争力和发展竞争

力 4 个方面选取 19 项指标。龙江智［43］则对当下

的研究范式提出反思，认为旅游竞争力从需求上

受到旅游体验的影响。在定量综合评价方法上，

国内现有的研究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

析、专家打分法、聚类分析、熵值法、DEA 效率模

型、系统动力学模型等［1，39-40，44-46］。目前国内旅游

竞争力的研究以定量评价为主，应用方法较国外

研究单一，一方面国外研究采用的赋值方法更加

多样化，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的国外研

究倾向于采用多种赋权方法的组合，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规避计算和感性认识产生的误差，国内类

似研究较少，且缺乏对该方法下的评价结果的验

证，因此本文采用基于熵权的灰色关联分析法进

行评价，并基于熵权采用 TOPSIS 方法验证灰色关

联系数的评价结果，分析其可靠性，采用两种组合

赋权方法分别进行旅游竞争力综合排序的计算和

验证，在评价方法上有所创新。

2 研究方法

2. 1 熵值法
熵值法的核心思想是，某项指标的数据间差

异性越大，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

该方法利用信息论中的信息熵公式，测算各项指

标的熵值，熵值越小，有序性越强，该指标的信息

效用度越高［47］。
1) 对数据归一化，并计算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个

方案指标值的比重 Pij，进而利用信息熵公式求出

第 j 项的熵值。

Pij =
Yij

∑
n

i = 1
Yij

，ej = － k∑
n

i = 1
pij lnpij ．

2) 令 1 减去熵值，得到差异化系数，利用以

下公式求得熵权

gj = 1 － ej，wj =
gj

∑
p

j = 1
gj

．

2. 2 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样本数据分析预测其趋

势，并测算该趋势与最优数列的趋势的拟合程度，

据此进行排序。常见模型包括邓氏关联度、B 型

关联度和 T 型关联度［48］，灰色关联分析法的优点

主要有数据量要求小、计算方便、不需要典型的分

布规律。缺点则包括不具有规范性、不具有一致

性、序数效应( 与标准化的方式有关) 、正负相关

性体现不足( 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必须采用不同

的标准化方法) 。
1) 采用 max-min 标准化，将 最 优 序 列 设 为

Y0 = { 1，1，1，…，1} ，求各评价对象所在序列与

规定最优序列的绝对差序列

Δ ij = Yij － 1 ．
2) 计算两级最大值和两级最小值

Δ( max) = max
1 ＜ i ＜ n

max
1 ＜ j ＜ p

( Δ ij ) ，

Δ( min) = min
1 ＜ i ＜ n

min
1 ＜ j ＜ p

( Δ ij ) ．

3) 求两级最大值和两级最小值并利用以下

公式计算关联系数

δij = Δ( min) + ρΔ( max)
Δ ij + ρΔ( max)

2. 3 TOPSIS 方法
TOPSIS 法根据有限个评价对象与理想化目

标的接近程度进行排序，从而对现有的对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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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劣的综合判定。
1) 对原始数据进行 max-min 和 Z-score 标准

化，建立规范化决策矩阵 Y = ( yij ) m×n，结合求得

的熵权作为权重向量 W = ( w1，w2，…，wn ) ，构成

加权的规范化决策矩阵

A = ( aij ) m×n = ( wjyij ) m×n ;

2) 确定正理想解 y + 和负理想解 y － ;

3) 利用欧几里得距离公式，分别计算各被评

价对象的指标评价值向量到理想解 y+ 的距离 d+
i

和到负理想解 y－ 的距离 d－
i

d +
ki = ∑

n

j = 1
( aij － a+

j )槡
2，( i = 1，2，…，m) ，

d－
ki = ∑

n

j = 1
( aij － a－

j )槡
2，( i = 1，2，…，m) ;

4) 综合被评价对象指标评价值到正理想解

和负理想解的距离，将其作为被评价对象的综合

评价值

Bi = 100 ×
d－
i

d +
i + d－

i
．

3 指标体系与竞争力评价

3. 1 指标体系
本文参考苏伟忠等［4］提出的观点即城市旅

游竞争力既有产业竞争力的属性又同时具备城市

竞争力的属性，城市旅游的特色、吸引力和品牌效

应是由复杂的因素共同形成的。城市旅游作为一

种产业，首先与其经济运营、维护和发展有直接的

关系，因此旅游业绩是旅游竞争力最为直接的影

响因素，可以反映城市旅游的经营水平和发展态

势，主要包括城市旅游的营收能力、游客规模、旅
游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等。同时旅游竞争

力不同于城市旅游发展水平，它表达了一种城市

旅游持续发展的能力，体现了城市旅游发展基础

与模式、城市旅游后备资源的竞争水平，主要受到

城市的建设投入、经济发展态势、人均收入水平等

的影响。除直观的旅游业绩外，城市竞争力的形

成与体现有更重要的驱动因素，本文将其归纳为

一种软硬环境集成的支撑，包括城市的建设水平、
旅游资源、公共服务能力和环境质量。以本文为

例，广东省虽然是中国旅游第一大省，但并没有非

常显著的旅游特色，旅游发展模式保守，高知名度

旅游景点数量落后于其他旅游大省［49］，旅游竞争

力领先的原因在于广东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

发达的城市发展基础提升了基于城市魅力和文化

氛围的旅游吸引力，良好的公共服务能力和环境

质量提升了游客的城市旅游体验。
本次选取 19 个指标，3 大类，2 个层次 ( 图

1) 。将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为 3 类，即

经济竞争优势、竞争潜力和基础支撑。其中，经济

竞争优势包括旅游外汇收入、旅游总收入 /GDP、
过夜游客人数和客房出租率; 竞争潜力包括第三

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 GDP、GDP
增速和经济外向度; 基础支撑包括客运量、文化文

物机构总数、广播电视机构总数、酒店总数、空气

质量、城镇污水处理率、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人均绿地面积、公交运营数和景区数量。数据

来源于广东省 2016 年统计年鉴的指标。其中旅

游总收入 /GDP 体现旅游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重

要性; 经济外向度是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空气质量指标如果直接

使用废气排放量作为负向指标，在灰色关联系数

的计算中，需要采用反向标准化，而在熵权的计算

中，这个指标需要进行倒数处理，一致性比较差，

因此直接求倒数作为正向指标处理; 景区数量是

该城市 4 A 以上景区的数量总和。

图 1 指标体系示意图

Fig． 1 Index system for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3. 2 熵值计算
由广东省统计年鉴获取指标数据，应用信息

熵公式对各项指标求熵值，进而获得差异化系数

和对应的熵权( 结果见表 1) 。
3. 3 关联系数及评价值计算

求两级最大值和两级最小值，将分辨系数设

为 ρ = 0. 5，应用关联系数公式求解。并通过乘

数合成获取各评价分量的得分和排名以及综合评

价( 表 2 ) 。其中图 2 的城市默认序列与表 2 中

407



第 6 期 陈沛然，张落成: 广东省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与发展对策

表 1 熵值、差异化系数和熵权

Table 1 Entropy，differential coefficient，and entropy weight

指标 熵值 差异化系数 熵权

旅游外汇收入 0. 649 644 991 0. 350 355 009 0. 187 466 232
旅游总收入 /GDP 0. 963 558 845 0. 036 441 155 0. 019 498 754
过夜游客人数 0. 934 187 739 0. 065 812 261 0. 035 214 501
客房出租率 0. 998 009 604 0. 001 990 396 0. 001 065 011
第三产业增加值 0. 744 999 454 0. 255 000 546 0. 136 444 436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0. 965 184 123 0. 034 815 877 0. 018 629 108
人均 GDP 0. 937 290 564 0. 062 709 436 0. 033 554 256
GDP 增速 0. 998 983 589 0. 001 016 411 0. 000 543 856
经济外向度 0. 781 108 271 0. 218 891 729 0. 117 123 508
客运量 0. 693 953 377 0. 306 046 623 0. 163 757 919
文化文物机构总数 0. 974 659 176 0. 025 340 824 0. 013 559 243
广电机构总数 0. 962 176 123 0. 037 823 877 0. 020 238 614
酒店数 0. 930 623 179 0. 069 376 821 0. 037 121 808
空气质量 0. 962 409 361 0. 037 590 639 0. 020 113 814
城镇污水处理率 0. 999 590 711 0. 000 409 289 0. 000 219 001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 999 603 583 0. 000 396 417 0. 000 212 113
人均绿地面积 0. 991 502 481 0. 008 497 519 0. 004 546 81
公交运营数 0. 718 411 846 0. 281 588 154 0. 150 670 802
景区数量 0. 925 206 356 0. 074 793 644 0. 040 020 215

表 2 基于熵权的灰色关联分析评价结果

Table 2 Evaluation results using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based on entropy weight

地区
经济竞争优势 竞争潜力 基础支撑 综合评价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广州 0. 232 120 499 1 0. 218 120 180 1 0. 404 435 156 1 0. 854 675 835 1
深圳 0. 188 546 079 2 0. 205 708 187 2 0. 266 451 988 2 0. 660 706 254 2
珠海 0. 093 245 649 6 0. 144 809 031 4 0. 160 473 676 20 0. 398 528 355 5
汕头 0. 084 487 565 16 0. 106 049 237 12 0. 165 158 832 13 0. 355 695 635 16
佛山 0. 094 139 412 5 0. 127 391 792 5 0. 184 259 392 3 0. 405 790 596 4
韶关 0. 087 383 256 11 0. 104 966 470 15 0. 175 793 179 5 0. 368 142 905 9
河源 0. 088 285 606 10 0. 104 678 334 16 0. 171 458 162 10 0. 364 422 102 11
梅州 0. 096 591 443 4 0. 103 341 201 21 0. 171 474 83 9 0. 371 407 474 8
惠州 0. 091 235 505 9 0. 114 742 549 8 0. 172 881 124 7 0. 378 859 178 6
汕尾 0. 083 049 922 20 0. 103 902 477 19 0. 161 555 843 18 0. 348 508 243 20
东莞 0. 097 367 787 3 0. 193 996 132 3 0. 177 729 882 4 0. 469 093 801 3
中山 0. 084 119 704 17 0. 115 796 182 6 0. 162 965 104 15 0. 362 880 989 13
江门 0. 093 194 089 7 0. 112 238 171 9 0. 173 163 728 6 0. 378 595 988 7
阳江 0. 083 561 405 18 0. 106 280 535 11 0. 157 451 392 21 0. 347 293 332 21
湛江 0. 084 688 307 15 0. 105 850 169 13 0. 168 795 148 11 0. 359 333 623 14
茂名 0. 081 576 084 21 0. 106 665 110 10 0. 163 569 480 14 0. 351 810 674 17
肇庆 0. 085 512 632 13 0. 115 452 036 7 0. 166 176 812 12 0. 367 141 480 10
清远 0. 085 847 772 12 0. 105 412 084 14 0. 172 806 488 8 0. 364 066 345 12
潮州 0. 084 977 206 14 0. 103 428 636 20 0. 160 495 522 19 0. 348 901 364 19
揭阳 0. 083 520 486 19 0. 104 219 202 18 0. 162 328 147 16 0. 350 067 835 18
云浮 0. 092 191 455 8 0. 104 371 773 17 0. 162 321 542 17 0. 358 884 770 15

地区一栏的城市相对应。

4 结果分析

4. 1 熵权分析
从熵权来看( 表 1) ，经济竞争优势、竞争潜力

和基础 支 撑 的 熵 权 总 和 分 别 为 0. 24、0. 31 和

0. 45。基础支撑的权重最高，诚然基础支撑的相

关影响因素众多，但更为重要的是基础支撑已成

为广东城市旅游竞争力最重要的来源。在基础支

撑的权重结构中，客运量和公交运营数的权重远

远高于其他基础支撑指标，说明交通条件和公共

服务水平是基础支撑中最重要的部分。基础支撑

507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报 第 34 卷

图 2 竞争力评价各分量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evaluation components of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中的环境指标权重普遍较低，就结果而言，广东各

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水平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比较接近，空气质量差异不明显，环境质量目前不

是广东城市旅游的重要制约因素。
竞争潜力中 2 个核心指标包括第三产业增加

值和经济外向度的权重明显高于其他竞争潜力指

标，说明广东省各城市的旅游竞争力受到服务业

发展水平的显著影响，良好的服务设施条件显著

提升了广东省的旅游品质，同时较高的经济外向

度使广东成为入境游的重要目的地，带动了广东

城市旅游的发展。
经济竞争优势的总权重最低，但旅游外汇收

入在单个指标中权重最高，这说明入境旅游在广

东省旅游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广东省的入境旅

游发展迅速，规模巨大，客源以港澳游客为主，亚

洲和欧美游客数增长迅速，同时入境游的空间分

布呈现出以广深为核心，向珠三角地区聚集的态

势，这与旅游竞争力评价系数的排序一致。
从单个指标的熵权排序来看，规律性非常明

显，前 5 个指标包括旅游外汇收入、客运量、公交

运营数、第三产业增加值、经济外向度权重极高，

总和接近 76%，可见入境游、交通条件、公共服务

能力、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外向经济活跃程度是广

东省各城市旅游竞争力的核心影响因素。粤东西

北与珠三角地区的旅游竞争力差距主要来自这 5
个指标，从根本上分析，即由综合区位条件引起的

交通功能、经济环境、基础设施的显著差异造成了

广东省城市旅游竞争力珠三角—粤东西北的核心

边缘空间格局。

4. 2 评价结果探析
从经济竞争优势这个向量来看 ( 表 2 ) ，广州

和深圳居于第一和第二，排序第 2 位的深圳得分

接近第 3 位东莞的 2 倍，经济竞争优势非常显著，

原因在于广深的旅游外汇收入远超其他城市，广

深两市是广东省的“窗口”，在广东省入境旅游的

目的地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余城市中排名靠前的

包括东莞、梅州、佛山、珠海等，其中东莞、佛山、珠
海处于珠三角城市连绵带，是广佛肇、深莞惠、珠
中江三大经济圈的重要成员，经济状况和城市发

展水平较高，城市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而梅州经济

竞争优势主要来自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客家文

化带来的旅游资源独特性; 处于经济竞争优势序

列后方的城市主要有阳江、揭阳、汕尾、茂名等，位

于广东省的东西两翼，远离珠三角的辐射，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导致这些城市无力投入大量的资金和

人力用于旅游业发展和建设。
从竞争潜力来看( 表 2 ) ，其城市排序与经济

竞争优势的排序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这说明当下

旅游经营业绩较好的城市，其旅游业发展速度和

发展前景也呈现出较好的势头，由此可以粗略地

推论广东省城市旅游发展的空间格局还会呈现进

一步极化的趋势，个别城市两个序列上下错位，最

显著的是梅州和东莞，其中梅州经济竞争优势很

高，竞争潜力却居于广东城市的末位，主要是由于

梅州本身经济基础差，其城市旅游发展缺乏支撑，

而且受制于区位条件，经济外向度非常低，该因素

将显著影响梅州市的旅游发展; 相反，东莞市经济

竞争优势和竞争潜力排序相同，但竞争潜力的得

分数值异常高，最重要的原因是东莞的经济外向

度远远高于广东省的其他城市包括广深两市，就

目前东莞的旅游外汇收入而言，东莞市在入境游

方面具有极高的发展潜力，可能会成为东莞城市

旅游未来发展的核心动力。
而在基础支撑方面( 表 2 ) ，除广深两市处于

核心位置外，在排名前列的城市中，佛山市主要得

益于其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丰富的旅游资源;

东莞市基础支撑排序较低则受到环境质量的影

响; 韶关和江门基础支撑的排序显著高于其前 2
个向量，韶关是广东省的北部门户城市，江门则受

到珠三角核心圈层的辐射，2 个城市良好的交通

条件提升了其基础支撑水平。在基础支撑排序靠

后的城市中，珠海市基础支撑排序为 20 位，远远

低于前 2 个向量，可以判断基础支撑是珠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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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展显著的短板，交通条件较差，各类文化艺

术机构建设数量严重不足，并且旅游资源贫乏; 其

余基础支撑较差的城市主要位于粤东、粤西偏远

地区，交通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充分。总的

来看，基础支撑的排序与前 2 个向量有较明显的

差异，但评价值的波动幅度很小，因此对综合评价

的影响能力有限。
从综合评价系数来看( 表 2) ，广州、深圳 2 个

城市在旅游产业规模、经营水平、经济发展状态、
交通区位条件、公共服务能力、旅游资源等方面都

具有显著高于其他城市的巨大优势。2 个城市均

为全国性经济中心，广州是千年商都，深圳是中国

改革开放的窗口，已经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和独

有的城市魅力。但在这个核心圈层中，广州市的

旅游竞争力又显著高于深圳市，其优势主要体现

在旅游产业的重要性、交通功能强度和旅游资源

丰度上。综合排序处于前列的还有东莞、佛山、珠
海和惠州。东莞市城市旅游以商务休闲为基础，

地理位置优越，旅游外汇收入高，第三产业发达，

经济外向度极高，但空气质量较差; 佛山是老牌旅

游强市，以岭南传统文化和民间舞狮艺术闻名，旅

游市场规模大，基础支撑条件优良，旅游资源丰

富，缺点是紧邻广州市，发展空间有限; 珠海以滨

海旅游为核心，经济发展水平高，外向经济活跃，

但基础支撑方面严重不足。综合排序靠后的城市

主要是揭阳、潮州、汕尾和阳江，其中揭阳、潮州、
汕尾三市紧邻位于粤东东部，珠三角地区无法有

效辐射和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严重落后，经济整体

发展水平较低，交通条件差，公共服务能力严重不

足，3 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良好，但该指标权重很

低，对旅游竞争力没有显著影响。
4. 3 城市规模分析

采用 2014 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规模分级标

准，可以根据常住人口将广东省各城市分为超大

城市( 1 000 万以上) 、特大城市 ( 500 万 ～ 1 000
万) 、Ⅰ型大城市 ( 300 万 ～ 500 万) 、Ⅱ型大城市

( 100 万 ～ 300 万) 4 类，对 4 类规模的城市根据灰

色关联综合评价值分别排序( 见表 3) ，广东省各

城市规模普遍偏大，300 万以上人 口 的 城 市 占

76%。超大城市仅有广州、深圳两市，两座城市同

时也是广东省城市旅游的龙头; 特大城市中东莞、
佛山两市城市竞争力显著高于其他城市; Ⅰ型大

城市数量最多，其各个城市的旅游竞争力评价值

非常接近;Ⅱ型大城市中珠海旅游竞争力显著高

于其他城市。总体来看，从各类规模中旅游竞争

力排序前列的城市来看，城市规模与城市旅游竞

争力在一定程度上正相关，但各类规模城市中除

去旅游强市之外，剩余城市旅游竞争力较为接近，

并且与城市规模的关系不大，如特大城市除去东

莞、佛山外其余城市旅游竞争力甚至普遍低于Ⅰ
型大城市; 另外作为整个序列中的特例，珠海城市

规模是广东省最小的，但旅游竞争力综合排序达

到第 5 位，可见城市旅游竞争力与规模没有实质

关系，而是与城市规模对应的城市功能强度正

相关。

表 3 广东省城市规模分类

Table 3 Urban scale classific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城市规模 城市
常住人口 /

万人
综合

评价值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Ⅰ型

大城市

Ⅱ型

大城市

广州 1 350. 11 0. 854 675 8
深圳 1 137. 87 0. 660 706 3
东莞 825. 41 0. 469 093 8
佛山 743. 06 0. 405 790 6
湛江 724. 14 0. 359 333 6
汕头 555. 21 0. 355 695 6
茂名 608. 08 0. 351 810 7
揭阳 605. 89 0. 350 067 8
惠州 475. 55 0. 378 859 2
江门 451. 95 0. 378 596 0
梅州 434. 08 0. 371 407 5
肇庆 405. 96 0. 367 141 5
河源 307. 35 0. 364 422 1
清远 383. 45 0. 364 066 3
中山 320. 96 0. 362 881 0
汕尾 302. 16 0. 348 508 2
珠海 163. 41 0. 398 528 4
韶关 293. 15 0. 368 142 9
云浮 246. 05 0. 358 884 8
潮州 264. 05 0. 348 901 4
阳江 251. 12 0. 347 293 3

4. 4 格局分析
参考经济发展与城市联系，按照珠三角、粤

东、粤西、粤北对广东省进行分区［50-52］( 表 4) 从而

把握广东省旅游业发展和分布的空间格局。以 4
A 级旅游景区的数量来看，广东省优势旅游资源

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粤北地区。珠三角地区中广

州、佛山、东莞、江门旅游资源最丰富，该地区旅游

资源主要分为以广州、佛山、中山、江门为代表的

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包括千年商都、岭南文化、伟人

故里、侨乡文化等和以深圳、珠海、东莞等为代表

的滨海度假、商务休闲和主题公园等城市旅游资

源两类; 粤北地区以清远、韶关旅游资源最为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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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该地区的旅游资源主要分为以客家文化、禅宗

文化、少数民族风情为代表的历史民俗文化资源

和以丹霞山地貌、南岭森林公园、韶关国家森林公

园为主的自然生态景观两类; 粤东地区旅游资源

集中在汕头和潮州两市，整个地区以历史文化旅

游为主包括潮汕文化和红色教育等; 粤西地区各

市旅游资源数量、品位接近，整体比较贫乏，该地

区 旅 游 资 源 以 海 岛 海 湾 度 假 和 渔 岛 渔 村 风 情

为主。

表 4 广东省区域分类

Table 4 Ｒegional classific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区域 城市名称
城市
个数

景区
数量

珠三角 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江门、佛山、惠
州、肇庆

9 72

粤东 潮州、汕头、汕尾、揭阳 4 15
粤西 湛江、茂名、阳江 3 8
粤北 韶关、清远、云浮、梅州、河源 5 29

分区域累加该地区的得分见表 5，可以发现

珠三角地区在包括旅游业的发展规模、发展前景、
可预期的发展速度和综合基础条件等各个方面都

远远超过其他地区，3 个向量都在其他区域的 2
倍以上，粤东、粤西、粤北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经济

不发达、经济环境封闭、交通条件较差、基础设施

建设不足、公共服务能力较差等问题。从空间格

局上看，广东省的旅游业呈现出中心突出、四周下

陷，环绕珠三角展开的核心 － 边缘结构，但观察近

年来广东省旅游业的发展数据，虽然广东省旅游

各项数据处于全国首位或前列，由于发展空间受

限，重视程度低，发展模式陈旧，特色旅游建设不

足，品牌影响力下降，其旅游业总体发展速度明显

放缓，可见借由珠三角地区发达的城市发展水平

获得的极化效应红利已经接近饱和，进一步发展

必须基于珠三角向全域扩散。

表 5 各区域得分

Table 5 Scores of different regions

地区 经济竞争优势 竞争潜力 基础支撑 综合系数

珠三角 1. 059 481 356 1. 348 254 261 1. 868 536 860 4. 276 272 477

粤东 0. 336 035 18 0. 417 599 552 0. 649 538 345 1. 403 173 077

粤西 0. 249 825 796 0. 318 795 814 0. 489 816 020 1. 058 437 630

粤北 0. 450 299 532 0. 522 769 863 0. 853 854 200 1. 826 923 595

4. 5 比较和验证
4. 5. 1 TOPSIS 计算

对原始数据进行 min-max 和 z-score 标准化，

令 b = 4，并通过公式 yij = zij + b 修正矩阵中的负

值，继而求加权的规范化决策矩阵。计算各指标

评价值向量到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
4. 5. 2 比较分析

对 2 种方法获得的测算结果进行比较 ( 图

3) ，其中横坐标为城市原始序列，与表 2 中地区

一栏中的城市对应，纵坐标是各向量和综合值的

排序，评价基于熵值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的可靠

性。2 种方法获得的评价系数比较标准不同，对

经济竞争优势、竞争潜力、基础支撑和综合系数分

别比较，初步探讨差异产生的原因。

图 3 关联系数与 TOPSIS 的结果对比

Fig． 3 Comparison between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and TOP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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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种方法都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灰色关联分析法是计算样本数据的趋势与最优序

列趋势的拟合程度，从几何意义上看即实际数据

序列 曲 线 与 最 优 序 列 曲 线 形 状 的 接 近 程 度;

TOPSIS 则是计算目标指标的值与理想解的距离，

从几何意义上看是将研究对象的各个指标作为向

量，求该向量与理想解的欧几里得距离，2 种方法

在算法和思路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可以采

用 TOPSIS 方法检验。2 种方法的计算结果一致

程度很高( 图 3) ，证明灰色关联分析的结果是比

较可靠的，在灰色关联分析中将分辨系数设为

ρ = 0. 5 是合理的，细化到 3 个分量的结果比较

情况上看，经济竞争优势与竞争潜力的结果比较

一致，而基础支撑的区别比较明显( 图 3) ，基础支

撑的指标数量显著高于其他 2 个向量，初步判断

2 种评价方法下的结果差异可能与指标数量有

关; 另外追溯到原始数据上发现基础支撑的指标

的数值与前二者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我们判断

计算结果产生差异的部分原因在于 2 种方法对原

始数据的处理方式不同，TOPSIS 中采用了 2 次标

准化，灰色关联分析只用了 max-min 标准化。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探析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内涵，即旅游产

业发展水平和城市软硬实力的集成; 构建基于经

济竞争优势、竞争潜力、基础支撑的综合评价体

系; 在评价方法上有所创新，利用基于熵权的灰色

关联分析评价广东省各城市的旅游竞争力水平，

并通过 TOPSIS 方法进行检验和对比分析; 归纳由

入境游、交通条件、公共服务能力、第三产业发展

水平、外向经济活跃程度主导的旅游竞争力差异

机制; 认为旅游竞争力与城市功能强度有关，与规

模没有显著关联; 分析广东省旅游竞争力的区域

格局和全域扩散策略的必要性。
从城市尺度来看，广东省旅游业由广州、深圳

两市作为龙头，其旅游竞争力与其他城市相比拥

有巨大优势，而其他老牌旅游强市包括东莞、佛

山、珠海和惠州等，发展速度明显放缓，与其他城

市差距很小，这与位于广深两市周边有关，受到增

长极的强烈辐射，带来交通、客源方面的巨大优

势，但同时也受到灯下黑效应的制约。及时采用

针对性的差异化策略是这些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关

键，着重发展与广深两市异质的旅游资源，城市建

设方面营造独特的景观和氛围，基于历史沉淀、人

文氛围、生 态 景 观 打 造 城 市 的 旅 游 主 题，如 广

州———千年商都、深圳———滨海都市、东莞———商

务休闲、佛山———舞狮岭南、珠海———浪漫滨海、
惠州———生态度假。但是差异化策略的采用不能

与广深两市完全脱节，应该尽可能地与广深旅游

资源和业务相互匹配、对接，在广深已经成型的产

业链结构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和延伸，和而不同，既

充分利用广深带来的辐射优势，又通过打造差异

化的旅游资源形成自身竞争力。竞争力较弱的城

市主要为揭阳、潮州、汕尾和阳江等，这些城市在

位置上远离珠三角，城市发展水平和交通建设基

础也比较薄弱，但是远离旅游业核心区域，同时拥

有多山区的地形地貌，这是最适宜建设自身旅游

资源独特性的条件，利用自身自然景观和保有的

民俗文化、节庆活动，打造生态旅游、乡俗体验，以

全方位地体验自然风情为特色，而与珠三角地区

适当的空间距离也可以成为特色旅游体验的一部

分，激发游客的新鲜感以及同珠三角地区城市景

观区别性的感官体验，同时充分挖掘城市的历史

文化资源，如潮州、揭阳等可以借助潮汕文化的语

言、工艺美术、民俗、饮食等形成自身旅游的独有

特色，从而与珠三角地区的旅游资源相区别产生

差异化竞争力。
从区域格局的尺度来看，广东省呈现中心突

出、四周下陷的分布特征，各城市的旅游竞争力以

广州、深圳为核心，由高到低向四周扩散。在广东

省旅游业发展速度明显放缓的当下，采用全域旅

游的发展策略，借助广深两市的发展优势以此作

为全域旅游发展的发动机，以广州、深圳—广佛

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经济圈—清远、汕尾、河

源、阳江—其余城市 4 个层次的空间联动拓展顺

序，合理有序地放大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在空间

拓展的同时产业链不断衔接延伸，同时发展具有

相关性的旅游新产业作为支链补充到广东省的核

心 － 边缘联动体系中。粤北地区竞争力相对较

差，但粤北地区多山区面积广大，旅游资源丰富，

与多个省份交接，在旅游资源优化建设、旅游市场

拓展、潜在游客挖掘等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一

方面改善自然生态景观，挖掘历史民俗文化，提升

旅游资源的层次，采取多种新的旅游形式，包括农

家乐、田园旅游、静态旅游、无景点旅游等等，充分

利用资源优势形成自身特色; 另一方面利用自身

在广东省的门户位置，将旅游业务与珠三角地区

对接，形成华南—粤北—珠三角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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