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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旅游景区发展报告》是旅游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景区发展实践的现实要求。当前，我国旅游业正在从大众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向中高级

阶段的演化进程中，观光仍然是基础性的旅游需求。在特定的时空中，景区的价格弹性如此之低，以至于经营者可以在没有产品创新和服务增值的

情况下，每隔三年就提一次价格，高等级景区很快进入了“百元时代”。从“更多的国民参与，更高的品质分享”的当代旅游理论出发，我们在

2013年度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让老百姓玩得起”景区发展目标。现在看来，这个目标实现的并不算好。今年 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促进旅游业

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抑制景区门票价格过快上涨”的要求，为适应国民大众旅游需求的新变化，“推动观光、休闲和度假旅

游协调发展”成为大众旅游和国民休闲时代的新战略。具体到景区业，则要求我们着眼于更多的老百姓参与进来，同时着力构建更加多元、更多层

次的景区发展体系。 

    更加多元、更多层次的景区发展体系，是适应旅游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老百姓对景区的需求既有量的变化，也有质的变化。当前观光

仍然是我国旅游消费的基础性需求，但休闲、度假和专项旅游等新需求越来越多。从城镇居民出游构成看，观光游览的游客比例由2004年的45%变

为当前的28%，度假、休闲和娱乐由2004年的19.7%变为当前的24.4%，商务会议由2004年的5.5%变为当前的14.2%。乡村旅游、航天旅游、邮轮旅

游、医疗旅游、养生旅游、研学旅游等新形态不断出现，避暑旅游、温泉旅游、滑雪旅游、海滨度假等形成新的消费热点。这些新需求和新热点，

迫切需要公共服务和商业供给的现实满足。 

    更加多元、更多层次的景区发展体系，也是旅游景区业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黄山、西湖、长城、故宫、兵马俑为代表的经典景区对广

大游客依然具有持续的吸引力，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以华侨城、海昌、长隆等为代表的主题公园越来越受到游客特别是年轻人的欢迎，以乌镇、古北

水镇、宽窄巷子等文化休闲度假景区越来越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而迪斯尼、环球影城等项目的未建先火，更是让我们看到了新型旅游景区创新发

展的无限生机。老百姓需求的变化使得景区供给正在从早期的依靠老天爷的自然资源和依靠老祖宗的历史人文资源驱动的传统模式走向“资本、技

术和创意”的新时代。 

    更加多元、更多层次的景区发展体系，是我国旅游业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旅游业正围绕国家提出的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发展战略，致力于把旅游业建设成为“美丽中国”的直接载体，配合国家战略，规划京津冀、长城旅游带、京杭

大运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旅游线路，需要根据旅游活动的客观规律，建设和组织一大批各具特色的旅游景点，并进行统一

的宏观调控和分类指导。现实中，我国景区业“一流资源、二流服务”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据2013年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我国传统旅

游资源具有优势，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数量分居第2和第1位，但是旅游景区的各项便利化设施和品质服务方面的排名却很靠后。在新的历史时

期，要提高我国旅游业的总体竞争力，必须有效提升景区管理和服务水平。 

    为了让老百姓玩得起，有得玩，也玩得好，政府、市场和社会各界需要对景区和主题公园投入更多的关注，在国家战略的指导下，以深化改革

为动力，以扩大开放为导向，有效推动我国旅游景区的创新发展。 

    在加快旅游业改革发展的总体框架中，景区是主体地位和关键领域，需要在政策设计和制度创新上给予优先关注。以旅游市场需求为

导向，推动景区业转型升级，培育更多景区业的产业主体，落实《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的推动旅游产品向观光、休闲、度

假并重转变和稳步推进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等战略部署。对现有景区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大力扶持新型景区特别文化创意和技术驱动型主题公园和资

本运作项目，积极发展老年、民俗、养生、医疗、研学等旅游景区。加强旅游景区的政策体系框架的研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逐步推动落实

和完善各项涉旅政策。 



    旅游景区要与资本、技术和年轻人主导的创业群体等现代服务业要素开展广泛而务实的合作。现在已经不是靠“老天爷”和“老祖宗”

吃饭的时代了，资本、技术、知识和年轻人主导的创业群体构成了旅游产品和服务升级的主要驱动力。值得关注的是，文化创意项目、旅游综合体

甚至“无景区”线路等新业态的投资中，民营和国际资本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旅游景区发展的现实引领者。旅游景区的发展必须紧紧依托现

代服务业的市场主体，与创业创新者一起同行，才有可能加快构建更加多元的景区发展体系。 

    在旅游发展的新阶段，在新兴景区成长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和各类行政主管部门需要重新梳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真正把“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在旅游领域中落到实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的旅游发展是政府主导、适度超前的模式，

有意无意间，政府给自己背了太多的包袱，事实上很多事情政府是做不到的，或者不需要政府去做的。特别是在一个具体项目上如何盈利，政府显

然没有市场更有效率。就是涉及公共事业和社会发展，也不一定完全由政府来决定，我们需要做的是千方百计地把市场主体培育起来，特别是那些

愿意在旅游景区领域投资并且有能力创新的商业机构。在市场发育和商业创新的过程中，政府需要通过有效的信息公开和专业指导促进旅游景区的

创新发展。 

    为适应旅游景区改革、发展与创新的实践要求，教育和研究机构应当在理论建构方面有积极的作为和创新的担当。过去的景区教学和

研究体系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成功商业项目的介绍和引进，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监管的梳理，微观的景区服务标准与流程，以及

与人力资源、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一般商业知识的介绍上。时代变化了，教育和研究机构也要做出及时的响应，逐步形成基于中国国情的旅游景

区创新发展、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体系。学术界要以理论创新的勇气，与时代同行，与实践同行，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景区发展理论和旅游景区

治理体系。在此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旅游景区的学科建设。希望《中国旅游景区发展报告》的系列研究报告能够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奠基性的工

作，希望课题组的同志们多出一些开创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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