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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旅游业的现代服务业特征  

高舜礼 白四座   (国家旅游局综合协调司)  

        旅游业是传统服务业还是现代服务业，或者兼而有之，是产业经济界和旅游学界比较关注的研究课题，长期争论、莫衷一是的原因有二：一
是现代服务业概念比较笼统，覆盖范围广，难以作为对产业属性的基准性判断；二是旅游业内涵丰富、外延宽泛，带有产业要素“混合体”或
“产业集群”的特征，传统与现代服务业的特点相互交融、依存和渗透，一个产业难以完全符合其概念特征。通过对现代服务业概念特征和研究
成果的学习，结合旅游业近些年发展的实践，我们认为，旅游在以下方面具有现代服务业较为明显的特征：  

       （一）产业关联度高，综合拉动性强。明显拉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表现出广泛的渗透性和影响力，是现代服务业的典型特征之一，也是
与传统服务业关联度窄、影响力弱的主要区别。旅游业一向被认为产业关联度高、产业链条长，是整合资源、统筹各业的集成产业或动力产业，
可以产生较高的增值性和附加值。以比较传统的旅游“六要素”概念为例，就涉及了行、游、住、食、购、娱六大方面，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交
通、旅行社、景区景点、饭店宾馆、餐饮、商业、娱乐等产业群，加上相关的支撑性、依托性或关联性产业，例如，工业、农业和金融、保险、
医疗、咨询、环保、信息等，就形成了一张千丝万缕的产业网络。或许基于这个原因，有的学者研究提出，旅游业直接和间接关联的行业或产业

多达109个。在这个产业集群中，相关产业为旅游提供基础和支撑条件，旅游发展则为相关产业创造和拓展市场需求，这种广泛而密切的依存和

促进关系，正是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据统计，2000-2007年21个黄金周期间，全国累计实现旅游总收入8082亿元，其中，旅游带动民

航增收394亿元、带动铁路客运增收263亿元。据2007年所作的旅游市场需求对基础设施增加的预测，到2015年我国乘坐飞机的游客将达到4.5

亿人次左右，需新增飞机约1800架、航班约630万架次；乘坐火车的游客将达25亿人次左右，需新增客运车辆约5万辆、私家车约4000万辆、客

运船舶约1万艘。可见，旅游与相关产业不仅有着很密切的依存度，而且有巨大的拉动力和市场规模，这些都是传统服务业所不具有的。  

      （二）国际化程度高，全球市场一体化。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形势下，产业发展的高度国际化，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特征。旅游业是

我国最先开放、迅速开放的行业。1978-1979年间，邓小平同志前后五次谈旅游业发展，都把旅游放在了国家对外开放全局的战略高度。经过30
年的发展，我国旅游业现已成为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外向型产业。一是旅游是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领域。服务贸易与一般货物贸易相

比，不仅是贸易内容的截然不同，而且贸易规则上也明显有别，这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现代与传统服务业的区别。1978年，当邓小平同志期望到
20世纪末我国旅游业争创外汇100亿美元时，国家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而当年旅游创汇2.6亿美元。“七五”时期，我国旅游创汇占全国

服务贸易总量的30%，2001年占到53.37%，2005年占到32.27%。二是我国国际旅游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据世贸组织2006年4月11日发布报

告，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世界排名，已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5的第8位，进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7位。我国入境旅游连续几年

接待人数和创汇分别居世界第4位、第5位，出境旅游居亚洲第一位。三是旅游业是我国服务贸易领域最开放的行业之一。除目前还不准许外资旅
行社经营中国公民出境出国旅游以外，外资在饭店和旅行社经营领域已没有限制，这一开放幅度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属于领先水平。目前，进入我

国市场的境外饭店品牌已达49个；外商在中国设立的旅行社已达37家。我国旅游业基本实现了国内外市场一体化。四是旅游业在国际化战略中

的作用日益明显。按照国家总体外交战略部署，陆续开放的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达137个，其中已实施的96个。此外，在积极推
进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扩大内地居民赴港澳游等方面，旅游业发挥了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三）以信息资源为基础，以科技运用为支撑。现代服务业迅猛发展，增势强劲，都是与信息化运用、科技创新等“加速”推动分不开的。
充分依托或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理念和新的服务方式，是现代服务业区别于传统服务业的界线性标志，也是现代服务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
根本性因素。旅游业是高度借助、依赖和运用信息的产业，在一定意义上，旅游业属于信息资源密集型和信息技术依赖型的产业。首先，信息是
旅游业的基础性资源，是支撑旅游业运转的“血脉”。旅游企业服务旅游者的过程，就是从收集需求信息和掌控供应信息起步，通过信息渠道实
现资源的采购、调配和整合，最终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旅游产品的开发、旅行社的经营、旅游市场的营销、旅游行程的预订等，也全都依赖
信息或信息渠道。商务旅游、会展旅游、游轮旅游、科技旅游等业态，本身就是信息、科技和专业门类共同催生的。同时，旅游业也是广泛运用
现代科技的行业。在旅游业的各产业要素中，信息技术、现代科技、高新技术往往最先或最广得到运用，例如：全球旅游预订系统、酒店预订系

统、民航机票预售系统等，都已广泛应用于旅游业。世界旅游组织商务理事会（WTO-BC）预测，未来几年全球旅游客源地将有1/4的旅游产品

通过互联网预订。此外，高速公路、快速铁路、磁悬浮列车、A380客机、豪华邮轮、游乐设施、大型观光电梯等科技含量密集的设施设备，也
被广泛应用于旅游领域；极地旅游、太空旅游、海底旅游、虚拟景观、高新科技园区等旅游业态，也依托或运用了最新科技成果；旅游器械装
备、旅游讲解系统、景区安全监控、旅游应急救援等方面，也充分运用了现代科技，不仅提升了旅游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也推动了与传统服务业
的告别，使旅游者享受到信息化手段和现代科技的便利与舒适。  

       （四）资源耗费少，环境依存度高。资源损耗少，环境污染小，需求弹性高，可持续发展，既是现代服务业与工矿业的比较优势，也是与传
统服务业的明显区别。国内外发展实践证明，旅游业是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生态化产业。与各种用途的资源开发形式相比，旅游用途的资
源利用相对节约，也最能综合权衡和统筹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同样是对山岳、江河、湖泊的开发，旅游用途的开



发与开山炸石、拦河建坝、网箱养鱼等相比更为生态和可持续发展，与工矿企业的生产加工相比也更少耗费和污染，故而旅游业被誉为“无烟工
业”。旅游业也是生态环保型的“绿色产业”，绿色、生态、环境优美，既是发展旅游业的必要基础，也是衡量旅游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故
而，旅游、环保部门把“环境兴旅”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大力倡导生态旅游、绿色旅游；在旅游目的地创建、旅游景区景点等级评定、旅游
“绿色饭店”的认定中，都把绿色和生态作为重要评价标准，并致力于建立健全绿色产品标准、服务标准和管理标准。上述产业特性和生态环保
行动，使旅游业成为生态环境保育和提升的重要行业，凸现了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时代特征。  

       （五）安置就业空间大，脱贫致富作用明显  

        就业安置空间较大，拉动就业作用突出，是现代服务业的一项重要功能。旅游业具有“集群产业”就业的特征，一是就业门槛低、就业门类

多、就业领域广。世界旅游组织统计，全球每10个就业岗位就有1个与旅游有关。旅游从业人员既有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也有大量的从事种
植、运输、餐饮、绿化、保洁等基础性服务的一线员工。与一些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或企业相比，旅游是直接富民的“普惠型”产业，

具有较强的脱贫致富功能。二是旅游可以辐射性就业、扩展性就业、拉动性就业。目前，全国乡村旅游年接待超过5亿人次，收入超过3000亿
元，受益村（寨）超过2万个，受益农民超过2400万。随着旅游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张，旅游安置就业的数量也不断增长，目前全国旅游直接或间

接就业已达6000多万人，相当于全国就业总数的7.8%。根据旅游扩大就业的发展规划，未来10-15年，全国旅游业将新增就业岗位约4000万
个，年均增加直接就业约70万人、带动间接就业350万人左右，届时旅游就业总量将达1亿人左右，旅游对社会就业增长的贡献率可达2个百分
点。  

       （六）加速改善公共服务，提升现代生活品质  

       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均等化，进而提升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很多国家和地
区的发展实践证明，旅游业在上述方面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建设为大多数旅游者接受或欣赏的旅游目的地，无论是都市还是城镇，还是偏僻的
山村，都尽力改善交通、住宿、通讯、商业设施，搞好治安、卫生、环境，不仅满足了旅游者的消费需求，也使当地人民提前享受了公共设施和
公共服务。此外，旅游是一种以精神生活为主的高品质生活消费，通过对自然景观、历史文化、现代人文的参观游览，满足了追求文化、心理享
受、精神享受的高品质生活目的，也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理念的人们相互交流，引导着人们追求更高质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七）对外影响力强，增强软实力明显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加之信息化和现代科技的支撑，现代服务业的综合影响力越来越突出，并日益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旅
游除了具有现代服务业的上述特征外，由于是以服务人员往来为主要运营特征，它的对外影响更具有交互性、传递性和扩散性。这种影响广泛存
在于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和接待者之间，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客源国与目的地国之间，并以口碑性影响扩大到更广泛的人群；通过旅游渠道流

动的人员很多，我国接待入境游客超过1亿人次、出境游客4000万，所传递的信息和影响量巨大；这种影响以民间外交的形式出现，尽管有社会
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民族种群之间的不同，但除了严重自然灾害、疫情或战乱，一般不会轻易受到阻断，也不会出现世界贸易中的技术
壁垒、关税壁垒。  

       （八）创新增长性强，永远的朝阳产业  

       现代服务业把创新作为发展动力，以创新性手段和发展领域统筹现代科技和信息化资源，铸就了强劲发展后劲和市场竞争力。旅游业被喻为
经济文化型的产业、市场创意型的产业、满足人的较高层次精神消费的产业，无论是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品完善配套，还是市场营销策划、旅
游氛围营造等，都要求必须进行创新性思维，即使同属一种类型的山岳、湖泊、森林等旅游资源，也不能在开发思路上加以模仿，雷同化的旅游
产品没有生命力。旅游业强调资源开发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就是避免有什么资源开发什么产品，而不关注旅游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在旅游业
发展中，文化发挥着旅游的灵魂式的作用，而文化资源在旅游中较好的开发和体现，都需要进行系统性的策划与创意，以及高新技术手段的运
用。随着居民旅游消费的不断更新换代，旅游产品也必须推陈出新、与时俱进，从观光产品到度假休闲，从度假休闲到专项旅游和生态旅游，旅
游产品将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创新之中。与之紧密相关的旅游资源也已打破传统概念，由山水风光、民俗风情而扩展到利用多种社会资源；旅游
产业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旅游服务主体已大大超出传统旅行社，旅游住宿由宾馆饭店扩大到了家庭旅馆、乡村客栈、青年旅馆、汽车旅馆和旅
游宿营地。与现代生活紧密相关的旅游新业态加速出现。随着全面小康目标的逐步实现，我国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特征将更明显，并在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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