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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2008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国家旅游局提出全国旅游工作的总体思路和首要任务是“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快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并提出，要努力实现中国旅游产业的三

大转变和三个提升，国家在战略层面已经开始了由旅游大国向世界旅游强国进军的探索之路。“旅

游产业转型升级”是当前旅游界一个崭新而内涵丰富的研究课题。从现实层面说，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通过推进旅游产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实现旅游业快速而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桂林旅游业在中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将对其他省区的旅

游产业决策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经过30多年的开发建设，桂林的旅游产业已经具有相当规

模，旅游产业在桂林第三产业中所发挥的龙头作用越来越大。当前，桂林的旅游业正处于一个黄金

发展期、产业转型升级期和矛盾凸显期。桂林旅游要实现科学发展、加快发展和跨越发展，必须加

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于欧美等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旅游业已经度过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一般过

去时。 

 

       在国内，对于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由云南“旅游业二次创业”的提出开始。其中从国家

层面上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如陈玉英（2000）、杨振之（2002）、高维忠（2003）、尤慧

（2006）等分析了中国旅游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优化措施；在产业政策方面，杜江

（2005）、唐留雄（2006）详细阐述了旅游发展目标的一般规律，系统分析了中国旅游产业功能与

产业政策的演进过程，提出了中国旅游产业功能与产业政策调整的目标；在发展模式方面，丁宗胜

（2006）、夏卫红、刘嗣明（2008）等提出旅游业转型，政府应继续发挥主导作。从省级行政单位

层面，为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其优化措施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如李志飞（2000）对湖北、

岳东菊（2002）对陕西、李德明（2004）对安徽、田辉（2004）对上海、李亚兵（2005）对甘肃、

李刚（2006）对辽宁、金准（2006）对浙江等的旅游产业现状、问题及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等都进

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从旅游要素层面，戴斌（2005）结合奥运会和北京旅游

产业战略转型的特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空间布局、产业政策为核心的北

京市饭店产业的宏观调控思路。此后，又从理论上（2006）探讨了转型时期国有饭店产业重组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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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取向、典型模式与影响因素。吴三忙（2005）对区域旅游集团的转型变革极其发展进行了深入研

究，并（2007）研讨了转轨时期提高中国饭店业绩效改进路径问题。宋子千、宋志伟（2008）分析

了旅行社面向商务旅游转型的原因，提出存在营销转型、产品转型、组织转型三个方面的内容。在

饭店业方面，陈镇、谢朝武（2003）指出加入WTO会给旅行社业带来多重影响，必须进行格局转

型。马波（2004）回顾了中国公共资源类景区管理制度的演进过程，并在产权管理制度、组织制度

和法律三方面提出创新设想。郑向敏（2002）、戴春芳（2008）阐述了信息化背景下旅游产品方面

的转型，并提出旅游产品的优化模型。 

 

       国内对于旅游产业转型及其结构优化升级研究主要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到了21世纪，探索性

研究迅速增加，课题的针对性明显加强，研究方法不断与国际接轨。但研究水平较之国外仍然存在

一定的差距，表现为主要从定性的角度分析，定量研究较；分析手段比较单一，实证研究明显不

足，较少运用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方法；侧重政府视角下的发展政策与措施研究。 

 

       三、桂林旅游产业进程化评价 

 

       第一，孕育期。早在1973年，国务院就把桂林市列为24个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之一。当时，桂

林旅游以外事接待为主，景区开发大多是名胜古迹，服务较为单一。当时桂林旅游仅有一家涉外饭

店，接待能力严重不足。1978年，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桂林的旅游业从此开始向着

“市场化”的方向坚定迈进。 

 

       第二，规范成长期。1987年，桂林市接待入境旅客首次突破50万人次，全市共有旅游涉外饭店

23家，运营客船118艘，空中航线15条。同时，桂林旅游的两个鲜明主题——悠久的历史文化、保

护良好的生态和民族风情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20世纪90年代以后，桂林旅游业开始了内涵拓展的

转变。靖江王城、桂海碑林、兴安灵渠、龙脊瑶寨、侗族银水寨等一批历史人文景观逐步得到开

发。到20世纪末，桂林已经逐渐形成各类项目相辅相成的复合型旅游产品格局。 

 

       第三，快速发展期。进入21世纪后，桂林旅游的开发顺应大势，向着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融合

共进的方向进一步延展。桂林着力开发的“两江四湖”环城水系、乐满地主题公园、愚自乐园、

《印象•刘三姐》山水实景演出、恭城红岩新村等一批旅游项目，实现了旅游结构性升级，提升了桂

林山水旅游的内涵与品位。2007年，桂林全市仅导游一项，就拥有中、英、法、日、西班牙、泰语

等20多种语种导游员15000余名，接待能力显著增强。近年来，桂林不断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亮相

率，积极承办和参与国际会议和活动，逐渐展露出现代化国际旅游城市的新风采。一组数字可表明

桂林旅游的跨越式发展。截至目前，桂林拥有国家级工农业旅游示范点12个、国家质量等级旅游区

25个，广西的国家5Ａ级景区均在桂林。2007年，桂林旅游接待游客达到153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85亿元，两项指标增幅均超过200％。 

 

       第四，转型升级期。经过30多年的发展，桂林旅游产业已经渐渐走向成熟，产业规模也达到了

较高水平，产业素质也快速提升。桂林旅游行业以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契机，进一

步整合旅游资源，完善旅游软硬件设施，全面提升旅游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深入实施“旅游兴

市”战略举措。一系列工作使旅游经济效益显现，各项旅游经济指标得到不同幅度的增长。据最新

统计，2009年全市共接待游客1860.08万人次，同比增长14.33％；实现旅游收入126.92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26.59％。在所实现旅游收入中，国内旅游收入为98.08亿元，同比增长32.92％；海外旅游

收入28.84亿元，同比增长8.88％。 

 

       四、桂林旅游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桂林旅游产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不仅与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要求相差较大，而且由于产业转

型升级的速度不快导致对桂林经济的拉动力不强，进而影响了桂林发展方式的迅速转变和全市综合

实力的快速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领导管理体制不顺。桂林地市合并的最大初衷是理顺领导管理体制，最大程度地整合大

桂林旅游圈的资源。然而，地市合并10年来桂林旅游产业发展的领导管理体制尚未理顺。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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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职能交叉，尤其是漓江旅游管理体制几乎是30年一贯制，没有创新，从事漓江旅游运营、管理

的主体责权利不清，从而导致国有资源浪费和效益不高。另一方面，政府在旅游产业发展中的主导

作用发挥不够好，产业规划、产业政策出台滞后，从而导致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比较缓慢。 

 

       第二，旅游产业结构不合理。桂林的旅游产品开发长期停留在观光旅游产品的层次上，而商

务、会展、生态、体育、保健康复、休闲度假等旅游产品所占市场份额不足30％，说明桂林的旅游

产品链有待完善。 

 

       第三，旅游经济增长方式粗放。旅游消费结构的不合理。桂林旅游产业所涉及的“吃、住、

游、行、购、娱”结构不合理，这六种要素之间的整合缺乏有效的产业政策指导，说明桂林的旅游

消费链有待增强。由于旅游娱乐、旅游购物不发达，游客在桂游览时间相对较短，导致在旅游营业

收入中，商品性收入所占比重很低，而这恰恰是制约旅游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率的重要因素。 

 

       第四，城市形象整体营销乏力。桂林旅游城市形象整体营销乏力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整体包

装；二是缺乏足够的旅游品牌的支撑；三是宣传促销的方式不够丰富。同时还存在交通、高档酒

店、高级会展中心等城市的硬件建设相对滞后，旅游管理和旅游综合服务水平不够高，产业集聚力

不强等问题。 

 

       五、桂林旅游产业转型与结构优化升级对策 

 

       第一，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也就是旅游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度化和

均衡化发展的过程。在调整和优化旅游产业时，必须充分考虑桂林的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优势和

潜力、开发现状和特点，正确发挥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产业在优化旅游产业结构中的作用，正确选

择资源战略和发展对策以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旅游产业融合。旅游产业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合型的产业，她涉及到吃、住、行、游、

购、娱等六个要素的产业，同时与服务业、金融业、邮电通信业，房地产业等产业密不可分，它的

发展需要这些产业的支持和彼此之间的协调，同时它又能带动这些相关产业的发展。融合化能使整

个旅游产业链的功能得到强化。 

 

       第三，旅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的不便利严重阻碍了旅游产业的发展，这是桂林旅游发展

的瓶颈之一。桂林必须实施旅游畅通工程，加快推进旅游精品线路交通干线和支线的建设，提高全

市道路等级和旅游通过能力。加快建设连通珠三角以及中南、西南地区的高速公路，打通与周边省

市对接的陆路通道；全力积极推进湘桂铁路复线扩能改造、贵广高速铁路建设工程，全力支持两江

国际机场的改造升级；争取民航、铁路部门增开国际国内航线、始发列车，增开旅游包机和旅游专

列。 

 

       第四，合理利益分配模式。据调查显示大多数居民还是很乐于参与到旅游发展活动中来，并且

在对旅游发展建议方面也希望到政府的支持，希望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要发展桂林旅游产业

就必须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模式，这样才能把居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充分发挥居民在旅游活动

中积极作用，它是旅游产业取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最后达到延续和重新构建整个产业链的竞

争优势。 

 

       第五，重视旅游产品策划。在产品经营过程中，仍然要注重旅游策划，不定期地邀请专家或专

门人士对旅游产品进行评价，并开发有创意的旅游活动。此外，旅游产品策划过程中要突出特色。

对桂林旅游而言，其特色来源于乡村性，发展旅游必须突出乡村性，可以和地方丰富的文化及地方

美食相结合，在阳朔吃啤酒鱼、龙胜泡温泉、壮寨吃五色糯米饭、瑶寨过晒衣节等，让游客每到一

处都能感受不同特色。 

 

       第六，大力推广养生理疗服务。目前，以养生休闲为国际化大趋势的旅游业已成为中国最热门

的产业，但尚不完善。虽然桂林目前开发了许多温泉疗养产品，如龙胜温泉，永福养生旅游福寿节

等，但这仅仅是个开头，尚没有形成规模，竞争力不都强。除了养生温泉外，桂林还可以开发中医



按摩推拿和针灸拔罐等康复理疗产品。开发中医按摩推拿和针灸拔罐能够解除来桂林观光的游客一

天的疲劳，使他们在桂林既能吃好、喝好、玩好，又能休息好，得到全身放松，产生良好的旅游体

验。相信进一步完善的中医理疗康复设施今后还会吸引更多海外游客来桂观光旅游，为桂林创造更

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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