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入境旅游与旅游市场竞争力探析 

文/周 彬 

   入境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地区旅游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旅游
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地位、经济作用进一步增强，旅游业对城市文化和环境的促进作用日渐
明显。城市旅游竞争力是指在旅游产业本身素质和城市旅游环境的综合作用下，通过旅游企业在旅
游市场上销售其产品而反映出来的持续发展壮大的能力。如何进一步开拓宁波入境旅游市场、提高
城市入境旅游竞争力直接关系到宁波市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宁波入境旅游市场分析 
   1、入境旅游发展状况 
   自从1995年以来，宁波入境旅游持续发展，年接待入境游客人数从1995年的8.05万人次增加
到2006年的54.7万人次，增长了近6倍，增长速度不仅超过全省平均值，也超过了省会城市杭州。
宁波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也从1995年2127万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33703万美元，年均增长28.55%。宁
波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例，从2001年的4.51%持续上升至2006年的8.52%。虽然入境
旅游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份额逐年上升，但是相对于全国入境旅游占30.4%，浙江省占10.1%，宁波
市入境旅游市场的份额明显偏低，在15个副部级城市中，宁波的旅游外汇收入及其在旅游总收入中
的比重均排在后五位。 
   2、入境旅游市场结构特征 
   入境旅游市场可划分为外国人市场和港澳台市场。宁波市接待的入境游客中，外国游客数量
从1999年的5.12万人次增加到2006年的33.32万人次，市场份额也由45.17%上升到61.4%，港澳台游
客数量相应地由6.08万增加到20.95万，增加了14.87万。2000年以来，外国游客比例高于港澳台游
客。近几年来，台湾市场份额大体保持在20%左右，和港澳市场一样也略呈下降趋势。 
   3、外国游客市场空间结构特征 
   宁波的入境游客来自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日韩、北美、西欧和东南亚国家是宁波主要的客
源国，入境人数居前十位的国家为日本、韩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意
大利、加拿大，这些国家来甬旅游人数占到外国游客总数的70%以上。日本是宁波入境旅游市场的
第一大客源国，每年来宁波的日本游客占到整个外国人市场的四分之一，并且连续多年保持较快增
长，其总量是第二大客源国市场的两倍多。韩国是宁波入境旅游的新兴快速增长市场，近三年的增
长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美国是欧美市场中最大的客源国，近五年增长率均在25%以上，有的年份
甚至达到了66％。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是等欧洲市场发展相对平稳，保持了约20%左右的增
长率，其中德国增长最快，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等亚洲国家也是宁波重要的客源国。 
   4、入境市场的季节变化特征 
   宁波市入境旅游者季节变化明显，传统旺季为每年3月、5～6月、9～12月，其余则为淡季
（图1），季节变化与整个浙江省基本保持相同。究其原因，除了气候因素外，还与宁波重大节庆
会展活动有较大的关系：6月是浙江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是中国开鱼节，10月是宁波国际服装节。 
    
   图1. 宁波市入境游客的季节分布曲线图 
   二、提升宁波城市入境旅游竞争力的优势分析 
   1、丰富和据有特色的旅游资源 
   宁波的山、河、湖、海、港和岛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根据2004宁波市旅游资源普查
结果：宁波市旅游市旅游资源涵盖8大主类的全部，涉及114种基本类型，占全部155种类型的
73.55%，资源丰度属于中等水平，形成较为丰富的旅游产品体系。在各类资源构成中，旅游商品和
遗址、建筑与设施类集聚度较高。比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姆渡遗址，是一处距今7000多年的
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和大面积木结构干栏式建筑遗存，被称之为“7000年前的文
化宝库”，展示了灿烂的原始农业文化。 
   2、优越的区位和交通优势 
   宁波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长江三角洲的东南隅，宁绍平原的东端。北临钱塘江和杭州湾，
西接绍兴，南临三门湾，东于舟山隔海相望。宁波是长三角城市群重要的中心城市和长三角南翼的
经济中心，同时也是我国东南沿海现代化的港口城市和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 
   就公路交通而言，进出市区的主要公路干线全部达到一级以上标准，向西和向北直达杭州和
上海，向西南连接京九铁路，向南则可以连接福建和广东。航空方面，目前栎社机场已经开辟了宁



 

波至全国各地和国际、港澳等地38条航线；铁路方面则是近中程铁路交通体系初步形成，并开通了
直达国内很多大城市的列车。国际航运方面，宁波是长三角唯一的深水港城市，宁波北仑港是我国
四大深水港之一。 
   3、悠久的历史文化特色 
   宁波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而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以河母渡为源头的农业文化、以天一阁
为代表的藏书文化、以上林湖越窑遗址为代表的青瓷文化、以禅宗五大名山之一的天童寺和珍藏有
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阿育王寺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它山堰为代表的水利文化和以镇海口海防遗址
为代表的海防文化，闻名海外。宁波又有“文薮之帮”美誉。历史上曾形成高层次的具有地方特色
的学派，如“姚江学派”、“浙东学派”等，并出现了虞世南、黄宗羲、方孝儒、王阳明等一大批
文化名人。20世纪著名的科学家童第周、贝时璋、路甬祥，著名画家潘天寿、书法家沙孟海，作家
余秋雨、冯骥才均为宁波人。 
   4、旅游经营理念超前，旅游市场运作能力强 
   进入新世纪之初，宁波市委市政府就提出“抓旅游就是抓经济、抓产业、抓经济结构调整，
抓旅游就是抓文化，抓旅游就是抓精神文明建设，抓旅游就是抓可持续发展，抓旅游就是抓可持续
发展，抓旅游就是抓城市知名度、美誉度”的新概念，形成高度重视旅游业全面发展的决策共识。
宁波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令人关注的是民营资本积极参与旅游业的开发，与其它产业结合进行旅
游业的复合开发，提高了宁波旅游的市场化运作水平，增强了开发经营的创新性。与其他地区相比
较，宁波人市场敏感度高，开发经营创性强，善于挖掘产品细节，打造精品旅游，已经初步形成一
批复合型旅游产品，并沉淀出了多种旅游业发展运作模式。 
   三、增强宁波城市入境旅游竞争力的对策 
   1、明确市场细分；有针对性的开发旅游产品 
   尽管宁波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历史悠久的地方文化，但是当前宁波入境旅游服务整体还处
于初级阶段，旅游产品以景观性旅游为主，结构相对比较单一。针对这种情况，宁波若要提高入境
旅游的竞争力，应根据“多元优化”的产品战略和“精品品牌”的品质战略，针对细分入境客源市
场进行多维方向的产品体系设计，突出重点、特色、和品牌，体现资源市场产品相对接、主题活动
形象相呼应的产品设计思路。针对日韩以及东南亚客源市场，利用宁波与日韩和东南亚国家地缘相
近、文脉相同的优势，尤其是佛教文化的影响力，重点发展宗教旅游产品。对港澳台、日韩以及欧
美游客，依托长三角这个全球制造业中心带来的大量人流和上海每年数以百计的国际会议和会展带
来的人流，大力开发观光和商务以及休闲旅游产品。 
   2、加强“整合营销传播”，提高旅游企业营销水平 
   被誉为“带领企业跨越21世纪的营销教战守策”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IMC）是由美国西北大
学教授舒尔兹等人提出的。将这一超前的理念应用到宁波入境旅游市场营销中，由政府主导入境旅
游市场的整合营销，比如制定长期的旅游营销规划和短期的旅游营销计划，加强对宁波整体旅游形
象的宣传，以激发海外旅游者赴甬杭旅游的动机吸引和招徕更多的海外旅游从而有效的提高入境旅
游市场竞争力。对于宁波的宾馆饭店、旅行社和景点等旅游企业而言，可以通过科学的市场定位，
充分利用产品改进和渠道调控技术，整合所有传播渠道，实现企业营销水平的提高，最终达到提高
市场竞争力的目的。 
   3、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国际旅游服务水平 
   旅游服务质量的提升是增强入境旅游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提升服务质量的关键是人才。
所以，宁波市旅游行业管理部门要参照国际化的标准和要求，注重人才培养，努力提高入境旅游服
务水平。首先，要按照市场经济要求继续深化旅游管理体制的改革，进一步转变管理职能，做好旅
游业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其次，加强与宁波、杭州和上海高校的联系与合作，充分利用长三角高校
的旅游科教优势，培养高层次国际旅游管理人才；最后，做好宁波市民旅游知识的普及工作，提高
市民的国际旅游意识，为入境旅游发展营造一个良好发展环境。 
   4、运用高科技手段，提高入境旅游的信息化水平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欧美的一些旅游企业率先利用全球网络为平台展开营销活动。当前高科
技在宁波国际旅游市场中的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宁波要进一步建立加大运用先进的科技手
段力度，尤其要把互联网等引入旅游经营当中来，利用网站开展宁波旅游形象宣传，最终实现在网
上接受海外游客的预订，同时使市内的各个旅游企业网络连接，作到信息通畅、快捷、方便，并能
及时为入境游客提供科技含量高的服务。 
   5、加强与上海区域旅游合作，打造沪甬入境旅游共同优势 
   长三角地区不仅是中国当前经济最发达、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同时也是宁波入境旅游业发
展的重要市场依托。尤其是来自以上海为龙头吸引物、涌向长三角的数量客观的国外游客，长期以
来直接推动宁波入境旅游业的发展。因此，宁波要充分利用资源和区位上的优势，在旅游产品开
发、线路设计、市场互动等诸多方面和上海合作，促进对国际客源市场的共同开拓，构筑城市旅游
竞争力的合力和区域旅游的总体优势，使国外游客不仅领略到上海这一中国最大城市风采，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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