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业发展中的政府角色分析 
——以韩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为例 

文/张广海 王 蕾 

   一、世界旅游业发展模式与“东亚模式” 
   1、当今世界旅游业发展中政府作用的模式与特点概括 
   世界各地由于旅游的发展程度、政府的干预程度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旅游行业管理的
体制的制度差异也很大。虽然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大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对旅游
业没有统一的管理模式，但是政府对旅游业的管理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概括地说，主要有三
种典型模式：一是以泰国等为代表的官方权威管理模式；二是以日本、中国香港为代表的官民协管
模式；三是以美国、德国等为代表的市场规制模式。在这三种管理模式中，政府的作用依次减弱，
市场的作用是依次增强的。 
   2、“东亚模式”是政府主导型战略的成功典范 
   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府主导型战略的典型。这一奇
迹，为世人提供了一种比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新鲜的经济发展理念，又被称为“政府主导
的东亚模式”。这种模式的最大特征是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或“导向”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地“主
导”或“导向”。政府发挥经济主导作用的范围通常指向三个方面，一是着力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和
完善市场体系，二是培养健康的政府企业关系，三是制定和实施灵活的产业政府及相关配套政策。
除此之外的领域，政府一般不予干预。然而，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即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政
府主导的范围、力度也是有所差别的。 
二、韩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韩国的旅游业发展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却很惊人，这主要得益于其一贯坚持的政府主导模
式。韩国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发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其传统价值观——集体主义和权威主义
的影响。1998年金大中政府提出了七大旅游区开发计划，并于1999年正式实施。同时，根据 2003
年 12月《“旅游促进法”修正案》的规定，韩国旅游资源开发计划由十年规划期的“旅游业发展
基本方案”和五年规划期的地区计划组成。目前，执行的基本方案的规划期是2002—2011年。这些
规划涉及到旅游发展的7个战略领域，包括：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建设知识型旅游管理基础设
施、文化资产向旅游资源转型、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突出地方主题和地方特
色、推动国内旅游、东北亚国家旅游领域的合作。 
   从战略实施主体来看，韩国负责旅游行政管理的国家机关是文化观光部，它是政府主导型战
略的主要的决策主体（见图一）。韩国文化观光部的工作重点是：提高旅游产业竞争力，兴建观光
基础设施；在吸引国外游客的同时，不断开发具有竞争力的旅游项目，营造良好的旅游产业环境，
使国民享受到更多的旅游观光福利。从该部的职能和重点推进的工作任务来看，它负责综合地指导
和规划旅游产业、体育产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培育旅游产业的战略地位上，文化观光部
明确提出，为实现“充满魅力而又具有创造性的旅游韩国”，要推进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的高品质
化，改善旅游事业投资条件；通过旅游实现有活力的地区发展，加强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由此可
见，韩国旅游业被赋予了重要的基础产业地位。政府主导型旅游业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要实施者是
韩国观光公社（Korea National Tourism Organization），它是于1962年成立的政府投资机关，
成立宗旨是振兴韩国旅游事业，开发旅游资源，教育培养旅游人才。其主要业务包括：韩国旅游的
海外宣传；成立海外组织；申办国际会议；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方便和信息咨询；支持企业或地方自
治团体的旅游振兴活动；开创附属事业，为振兴旅游提供资金等。 
    
   （图一）韩国文化观光部机构设置图 
三、政府角色分析 
   韩国政府在国际旅游营销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主导各种社会力量有计划、有重点地开
发利用旅游资源。 
   第一，促进韩国积极参与国际旅游合作。为了把握国际旅游发展机遇，韩国政府加入多种旅
游相关国际组织，如世界旅游组织、经合组织、APEC、亚太旅游协会等，通过主办国际会议和派遣
政府代表团参加有关国际组织的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旅游业的对外交流和对外开放。 
   第二，利用“韩流”效应带动旅游业发展。韩国政府一直倡导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相互融
合和有机关联，从而形成产业聚集效应。观光文化部的综合性职能设置说明，韩国是把旅游业放在



 

文化产业的总体布局中来规划和开发的。韩国官方统计表明，2003年来韩参观韩国电视剧与电影拍
摄场地或希望会见韩国明星的人数达到了23万。他们在韩国的消费为46000万美元，大约为国家旅
游总收入的10%。每一位“韩流”游客平均消费大约2 000美元，大约为外国人平均消费额的两倍。 
   第三，引导各级地方政府通过旅游节事提高旅游吸引力。韩国文化观光部非常重视地方旅游
文化节事的促销作用，该部选定的地方节事在1997年仅10项，2000年达到25项。从1999年开始，韩
国观光公社为地方节事提供资金支持；从2000年起，中央政府针对这类项目的预算额度大为增加，
地方节事活动有效带动了地方经济增长。韩国官方统计2002年地方节事所带来的收入达到4133亿韩
元，约合4亿多美元（见表一）。这些国家级的旅游节事向世界展示了韩国鲜明的文化旅游形象和
地方特色。 
   （表一）2002年韩国十大旅游节事 
节 事 活 动 名 称 
举 办 地 
21世纪世界和平与团结节 
汉城、仁川 
世界饮食文化节 
光州 
全州世界声音节 
全州 
济州世界岛屿文化节 
济州 
世界陶瓷博览会 
京畿道 
釜山国际电影和音乐节 
釜山 
世界跆拳道节 
忠清南道、忠清北道 
纪念退溪先生诞辰500周年及国际儒教会议 
庆尚北道 
雪国节 
江原道 
大邱国际纤维时装节 
大邱 
四、“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通过对韩国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分析，可以对“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
中的政府角色进行如下归纳： 
   第一，“执法者”角色。政府必须制定旅游法令法规，设置相应的旅游执法部门，依法对本
国旅游业实行管理、监督和治理。尽管我国的旅游业发展规模比韩国较大，历史也较长，但是我国
至今也为出台“旅游法”，这是当前我国旅游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二，“政策引导者”角色。政府可以通过制订计划以及财政、金融、税务、交通运输、出
入境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引导和鼓励旅游业优先、快速、持续地跳跃式发展。 
   第三，“旅游规划师”角色。政府必须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层面，用战略眼光来引导
和规范本国的旅游业，保护生态旅游资源，有效防止旅游开发中低档次重复建设的盲目行为和短视
行为，为旅游业发展制定科学长远的规划。 
   第四，“旅游基本建设者”角色。旅游业虽然能够给国家和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同
样需要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支持。政府要合理利用资金，为当地旅游景区、旅游接待设施、旅游交通
设施等建设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 
   第五，“旅游环境营造者”角色。旅游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旅游环境，这里所说的旅
游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人文环境，全国范围内的旅游环境的营造必须依靠政府力量，加
大宣传与教育，提高国民的旅游发展意识，提高国家的国际旅游地位（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管理学院旅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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