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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人们习惯了高速发展，会觉得上升两个位次算不上什么骄人成绩，但仔细分析近两年全球旅游业发展的环境，中国旅游竞争力两位数的提升的确来之不易 

  

        近日，世界经济论坛每两年发布一次的《旅游竞争力报告》如约而至，报告给中国旅游业界吹来了一股和煦的春风，这个涉及全世界136个经济体的长名单

上，中国的位次从2015年的17上升到15。也许人们习惯了高速发展，会觉得上升两个位次算不上什么骄人成绩，但仔细分析近两年全球旅游业发展的环境，这两

位数的提升的确来之不易。从名单来看，除了5个经济体未提供数据外，有16个经济体保持位次不变，42个经济体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下降10位以上的竟有5

个，最多的下降16位。要知道，该机构自2008年发布旅游竞争力名单以来，中国曾从64上升到47（2011年），再升到39（2013年），又降至45（2014年）。如

果说以20个位次算作一个方队的话，2015年才刚刚进入第一方队，2016年能继续留在第一方队并能再晋升两个位次，在亚太地区排行榜上从原来的第10位上升到

第5位，这些变化应当说是个很大的跨越。 

  

        从世界经济论坛旅游竞争力排序的标准来看，中国位次的不断上升主要得益于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禀赋。值得欣慰的是，面对国际经济振兴乏力、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中国旅游竞争力的提高还得益于国家坚持进一步的开放政策。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逐年增加，并得到不断改善，信息通信技术不断进步和创新，也都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当然，这一切又都与政府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视与支持是分不开的。在旅游业对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和国民福祉的重要性认识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政

府积极努力改善产业发展环境，使资源禀赋所蕴藏的潜力得以良好的发挥，使国家旅游竞争力不断增强，其中可圈可点的地方颇多。

  

        诚然，国家旅游竞争力的提高是一种发展优势的象征，但面对成绩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作为一个旅游大国，我们还要学会横向比较来找不足，从综合与

整体上找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站稳脚跟，稳步提高，促进旅游综合实力的提高。从这份报告中，应当注意分析这样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亚洲逐渐变成世界旅游的主力军，有人确信“旅游业的亚洲世纪已经到来”，中国作为大国，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树立信心，成为本区域的旅游排头兵。

依据现有标准来评判，中国的排位不应当徘徊于一个区域的中间位置。这次公布的榜单显示，时隔两年，日本提升了5个位次，位列全球第4，韩国提高了10个位

次，印度提高了12个位次，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都提高了8个位次。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在本区域内所面临的挑战。 

  

        二是中国原有的一些竞争力在开始削弱，而周边国家和地区从中受益。例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旅游的价格优势非常高，这是当时入境旅游快速增长的重要

原因之一。随着各种成本的增加，这个价格优势显然在变弱。近年来，日本、韩国、越南和印度在价格方面的优势大幅度上升。本年度报告中，价格竞争力单项排

行指数，马来西亚位居全球第3，印尼第5，印度第10，俄罗斯第11，泰国18，中国38。燃油成本和机票税费的降低使游客在日本旅行费用出现了明显下降，其成

本竞争力单项排行上升了25个位次。韩国的价格竞争力排位上升了21个位次，其主要原因是油料和旅馆价格的下降。中国在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单项指数排位名列

前茅，分别是第1和第5，超过了亚太地区所有的经济体，然而在这些资源的保护、活化和创意方面的竞争力依然不太突出，同时又被商业环境（92位）、旅游服务

基础设施（92位）以及签证和海外营销方面的因素拖了后腿。恐怕，这些领域都是需要下大力气加以强化和改善的。 

  

        三是环境的可持续性不佳一直在拖着中国旅游竞争力的后腿，这也是中国旅游竞争力的软肋。自发布全球旅游竞争力榜单以来，在环境可持续性的单项排行，

中国一直居于百位以外，在2015及2017年的榜单上分别居于137和132位，已经进入了最后方队的尾部，这与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值得说明的是，

中国仍是个发展中大国，尽管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旅游竞争力方面，如果从人均水平的角度判断，与世界上许多经济体相差甚远，其排位也很难有大

幅度的提升。

  

        四是中国竞争力优势突出的领域要进一步发挥其强势的作用，充实和扶植其中的弱项。例如，在文化与自然资源方面，其发展潜力巨大，但要下大力气依据这

些强项提高旅游产品的创新和吸引力，如何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在商业环境方面，如何调整税费水平和办事效率，以利于提高国内外投资商和经营商

的积极性；在国际开放方面，如何关注改善签证便利化和相关部门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在航空基础设施方面，飞机数量增加了，但作为基础设施的机场密度如何

增加和改善布局；在旅游服务设施方面，如何增加满足大众需求的旅馆等住宿设施和优化布局和档次结构，如何促进适应大众旅游的汽车租赁业和汽车营地业的快

速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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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旅游竞争力研究报告的主题是“为更加可持续和包容的未来铺平道路”，这充分表明，该组织对保证旅游业在当前世界不确定的环境下得

以可持续增长，以及保护其所依靠的自然环境和当地社区关注的日益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审视国家旅游竞争力的时候，一定要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大局着

眼，不必过于追求榜单上位次的快速提升，而是力求更加稳妥，努力保持和优化强项，充实和提升弱项，不断增强国家和地区的旅游竞争力。有关部门和行业要认

真研究这份内容翔实而严谨的专项报告，从中汲取更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本文转载于中国旅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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