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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资源和距离的旅游国际竞争潜力评价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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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将旅游竞争力分为旅游竞争效力和潜力两个方面，并从旅游资源和距离两个方面构建旅游国际竞

争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法和从特定区域客源市场视角对中国旅游国际竞争潜力进行评价和分析。结果

表明，与世界主要旅游强国相比，中国旅游国际竞争潜力综合评价值最高，竞争潜力很大，且在旅游资源方面拥有

绝对优势，但在与客源地距离方面总体上处于劣势。在对亚太旅游市场的竞争方面，中国拥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在

对欧洲旅游市场的竞争方面，中国的竞争潜力次于法国，和西班牙、意大利并列第二；在对美洲旅游市场的竞争方

面，中国的竞争潜力仅次于美国，说明中国在对欧洲和美洲旅游市场竞争方面具有一定的潜在优势。 

    关键词：国际旅游；竞争潜力；评价；旅游资源；距离 

1 引言 

  旅游竞争力评价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并形成了一些成果[1~7]，这些成果从不同的角度构建了旅游竞

争力评价指标，如万绪才等从旅游资源与产品条件、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三个方面进行指标体系的构建

[1]，史春云等基于WTTC数据库构建指标体系，包括价格、开放性、技术、基础设施、人文旅游、社会发展、环境

和人力资源八大项指标及23个分项指标[2]，丁蕾等从硬竞争力和软竞争力两个角度出发，构建了包括环境竞争

力、人才竞争力、经济竞争力、设施竞争力、业绩竞争力、制度竞争力和开放竞争力在内的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指

标体系[3]，温碧燕等从旅游资源、客源市场、旅游产品开发、区位与交通、旅游六要素、基础设施与接待能力、

城区景观环境、政治经济环境等8个方面，选取了22个原始指标，构建了一个包含8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的

区域旅游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4]，李雪等从旅游业发展动力、旅游业发展水平、旅游影响、旅游经济联系、

单体城市区域旅游贡献度五个方面构建城市群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5]，徐淑梅等从区域旅游竞争业绩、区域

旅游环境竞争力和区域旅游竞争潜力三个大方面构建了包括4个层次、13大要素、80个具体指标区域旅游竞争力评

价指标体系[6]，王琪延等从市场竞争力、服务竞争力、产品及资源竞争力和城市发展竞争力进行城市旅游综合竞

争力指标体系的构建[7]。目前，旅游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大多采用加权求和综合评价法[1，3，6~8]、主成分方差贡献

率法[2，4]和系统动力学方法[5]和结构方程[9]等方法。 

  目前的研究成果普遍存在一定的缺陷，即对有关旅游竞争力的概念理解模糊，大多将竞争结果（绩效）和潜力

一起评价，导致评价结果指向性不明确。本文认为宜将旅游竞争力具体细分为旅游竞争效力与旅游竞争潜力两个方

面，并加以研究。旅游竞争效力指某旅游地在旅游竞争中已表现出来的实力，可通过所接待的游客量和旅游经济收

入等指标直接进行体现和衡量，旅游竞争潜力指某旅游地在旅游竞争中所具有潜在的最大能力，是一个极限值概

念。现实中，受有关因素的影响，旅游竞争潜力难以完全发挥出来，只通过各个阶段的旅游竞争效力表现出来。旅

游竞争潜力更大程度的挖掘（即旅游竞争效力更大程度的提高）有赖于有关影响因素的改观。充分挖掘旅游竞争潜

力，尽可能提高旅游竞争效力是研究旅游竞争力的最终目的。通过旅游竞争效力和潜力的评价与比较，找出差距及

其原因，能为采取相应对策改善有关因素、从而进一步提高旅游竞争效力提供科学依据。因此，从旅游竞争效力和

潜力两个层面来研究旅游竞争力，对旅游发展实践更具指导意义。限于篇幅，这里仅探讨旅游国际竞争潜力的评价

问题，且旅游国际竞争潜力主要指入境旅游国际竞争潜力。 

2 国际旅游竞争潜力评价指标和方法 

2.1 国际旅游竞争潜力评价指标构建 

  本着科学性和简单易操作性的原则构建国际旅游竞争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根据上文，旅游竞争潜力是一个极限

值，归根到底是由旅游地一些内在本质的固化因素（不易改变的因素）决定的。旅游地的旅游资源决定旅游产品开

发的方向和品质，与客源地距离是影响旅游吸引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旅游资源及与客源地的距离是影响旅游地竞

争潜力的最关键的因素[10]，且这两个因素一般很难改变，因此，本文选择旅游资源和距离作为国际旅游竞争潜力

的评价指标。国际旅游竞争潜力主要受旅游资源的品质及数量的影响，因此这里主要评价高品质旅游资源（即国际

级旅游资源）的多少。根据国际旅游者对旅游资源的偏好（2008年入境游客感兴趣的旅游资源调查中，山水风

光、文物古迹、民俗风情、文化艺术和饮食烹调选择率很高）[11]，国际旅游资源主要选择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的

要素，自然旅游资源主要由奇异的自然景观（风景）构成，包括地形地貌、植被动物和水文景观等；人文旅游资源

由历史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艺术文化资源（包括建筑、园林、绘画、歌舞、戏曲、音乐、影视等艺术资源）

和饮食文化资源构成；与客源地距离主要考虑与目前世界三大客源地区（亚太、欧洲、美洲）的距离。根据以上分

析，国际旅游竞争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如图1所示。 

2.2 国际旅游竞争潜力评价方法 

  （1）评价方法 

  这里运用量化方法，即通过计算综合评价值对旅游地国际竞争潜力进行评价。综合评价值一般可采用加权求和

综合指数法，即把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和分值，代入数学模型（1）[1]，最终得出旅游地国际竞争潜力的总评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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