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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充分发挥旅游业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2009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

展旅游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了充分挖掘《意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于

2010年1月10日举办了专题研讨会，来自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中国国旅集团、海航国际、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经济日报、中国旅游报等官产学研媒各界专家学者

和和旅游专业研究生一百多人汇聚二外，围绕把中国旅游业建成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

业，从不同领域和角度对《意见》进行了解读。  

  以下为研讨会发言纪要。  

  全国休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秘书长魏小安教授从1991年国发8号文件、2001

年国发9号文件与《意见》纵向比较的角度指出，《意见》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关于旅游业发展的最好的文件。《意

见》将旅游业定位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定位科学、意义高远、政策具

体、措施务实。《意见》真正意义上形成了大旅游的概念，社会各界应该借助旅游发展的平台，构造真正的发展空

间，加快各行业融合，做到旅游产业无边界，旅游企业无限制。关键是在达成共识之后如何形成合力，让文件创造

出更大的价值。  

  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张坚钟认为，《意见》使旅游业在体制上实现从行业主管到产业主导转变，在工作

机制实现从要素管理到产业管理上的转变，在方向上强调市场导向与优化配置并重，在工作手段强调经济、法律和

必要行政手段并重。指出，下一阶段旅游业的发展要以国内旅游为重点，积极扩大内需，要坚持以市场导向为基

础，关注资源配置，重视产业环境建设，利用法制建设规律，改善旅游业整体竞争力，促进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

  国家旅游局综合司副司长高舜礼指出，《意见》认可了旅游业在应对金融危机等不确定事件方面突出表现，突

出强调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未来旅游的发展要综合考虑旅游者与潜在旅游者、当代旅游者与后代旅游者、开发经营

者与当地居民等各相关利益方的满意程度；《意见》谈及了对休闲发展的政策导向，谈到了影响休闲发展的因素，

从全局性角度对休闲做出全面部署，提出制定国民休闲发展纲要，突出了国家对休闲重视，揭示了休闲大众化时代

的到来。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石培华指出，《意见》开拓了旅游业的新空间和新领域，战略性支柱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的定位具有前瞻性；从旅游消费探索行业发展，更符合旅游业的特点；提出了商业研究、产业延伸和学术创新方面

要面向政府、面向企业、面向游客、面向国际等四个基本原则。  

  北方交通大学旅游系主任张辉教授指出，《意见》中将旅游业定位为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定位，意味着在未来几

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旅游业的发展来消化；国家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求加大服务

业比重，解决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问题，解决劳动力就业方面问题，旅游必定要成为支柱产业；解决资源枯竭型城

市人口就业压力和城市持续发展问题，旅游必将作为其中的支柱产业；旅游业将在缓解外汇储备压力、拉动内需、

扩大消费、持续发展上显示出重要价值；中国还只是旅游业大国而非强国，要想提高旅游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需

要解决发展方式粗放等诸多问题，而《意见》的出台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凌云教授认为，在旅游业大发展中，要高度重视旅游标准化工作，

要解决对标准化工作意义的认识偏差问题，改变以往法律法规语言起草标准的倾向性，要积极吸收民间组织等相关

利益方参与贯彻和认证中，要强调标准编制前专项调研的重要性和标准的可操作性，理顺挂牌认证、过程监督、定

期复核等标准的管理流程，要提高标准编制水平，提高标准的采标率，提高我国标准在国际旅游标准界中的“话语

权”。张凌云教授并结合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强调了旅游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要构建类似于蓝旗组织的标准，

突出海滨旅游服务质量、水质、海滩质量及生态环境等方面标准的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锋研究员认为，《意见》中对旅游业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定位将对旅游业结构产业升级、

未来旅游业的增长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意见》加大了开拓国内市场的力度，有助于加快条

块融合，区域间、产业间的融合；刘锋研究员并指出，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依据旅游业所发挥作用不同，大

致可以分为旅游龙头主导型、旅游产业融合型、旅游特色引领型、旅游特殊功能型等类型，旅游经济区要把握特

色，找准定位，开展横向联合，希望在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带动下，旅游业的春天会快速到来。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处处长刘大可教授认为，《意见》是外汇高、居民收入高和全球经济下滑的环境下

的积极应对措施，指出，旅游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要关注旅游与文化融合，要通过发展旅游提高居民幸福

度；《意见》高度重视商务会展这一未来中国旅游发展的新增长点，商务旅游的发展使得旅游业变被动迎接为主动

邀请，改变了客源结构和旅游方式；要处理好旅游与会展的关系，重视有特色的节庆活动和文化活动，增加实质性

内容，提高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力。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校长计金标教授指出，《意见》的出台是学界长期呼吁的结果，也为旅游业和旅游教育

界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海南国际旅游岛建立的是消费特区，这将引发新一轮政策大比拼；购物退税、离岛退税等

概念的提出表明财税政策的支持非常重要，旅游主管部门、旅游业界要积极争取相关税收政策，比如财政直接拨



款、转移支付、贷款贴息、旅游消费在个人所得税税前部分扣除、旅游资源税和生态环境税的征收等，这些财税政

策将在吸引投资、减少贫富差距、推动绿色生产、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科研处处长韩玉灵教授指出，《意见》明确提出并指明了旅游立法的方向；旅游立法选择

何种模式，要基于国家的政治体制、国家结构，考虑国家大的法律制度背景，也要有利于国家发展；当今中国旅游

法制建设的必然选择，是采取以旅游基本法为龙头，专门旅游行政法规为重点，地方旅游立法为基础，相关法律为

配套的立法模式；旅游法应当规范旅游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积极的产业发展发展政策、国民休闲战略的实施、带

薪休假制度的完善、旅游市场的监管、旅游公共产品的投入等方面都需要法律的保障。  

  中国国旅集团副总裁陈荣博士认为，《意见》最大特色是把旅游业作为整体来研究，而不仅仅从要素角度来研

究，结合《意见》精神，陈荣指出了当前我国旅游业面临的三个最大问题，即中国缺乏世界强企，我国旅游品牌尚

不出众，在消费者心中地位低，信息系统建设水平不高，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应将文化建设纳入旅游业中研

究，让文化融入其中，使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废弃物最小化、循环经济的广泛利用、降低碳排放等都

应是旅游企业积极考虑的重要问题。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教授认为，《意见》勾画出了一个目的地国家建设的政策框架，并从

产业定位与制度保障、市场开发与培育、产业发展政策、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多部门协作与支持系统、政府承担目

的地营销职责、供地与金融支持、目的地建设与质量保障、区域整体发展、可持续发展政策十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指出旅游发展要摆脱长期以来局限于酒店、旅行社与景区的狭隘视角，要克服景区资源格局的割据分裂状态带来的

威胁，《意见》的出台促进了目的地建设理论提升，同时也需要更强的理论来解读和支持。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邹统钎教授指出，《意见》高度重视乡村旅游的发展，并从乡村旅游用

地，旅游交通影响、旅游产品多样化、旅游业融资等方面论述了中国乡村旅游升级面临的问题，认为现在已经出现

了乡村旅游边缘化、空心化和舞台化的问题，建议中国乡村旅游要从规模和特色两方面进行升级。规模方面要由单

体经营走向经营权集中，由散点走向旅游带，特色方面要进行文化升级、生态升级和科技升级。  

  国际休闲产业协会副主席、中国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教授认为，《意见》的出台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

作用的结果，《意见》层次高、定位准、口气硬、影响广、方向明、思路清、线条粗，并从三个层面提出了建议，

政府要出细则、调结构、改体制、保环境、拓空间、强监督，企业要寻商机、用科技、抓管理、拼服务、用人才，

个人要想休闲、敢休闲、善休闲、会休闲。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谷慧敏教授从“国家视野、社会责任”的角度解读了《意见》，认为在国家视野上，中国

要有一流的企业、一流的企业家，在国际上拥有自己的产业影响力，旅游学界要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旅游业

对其他产业和社会文化要有自己的贡献；旅游业不仅要考虑经济责任，还要考虑社会责任、环境责任，要重塑产业

形象，提高经济贡献率，注重环境保护；中国旅游业如果不承担起社会责任，地位永远也不会有提高。应该从消费

者拉力、旅游企业助力、旅游利益相关者推力等三力合一来推动在旅游业中采用低碳生产方式。  

  海航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裁高天明认为，《意见》为旅游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揭示了第二个黄金时

代的到来；纵观《意见》全文，可以发现旅游业角色明确，地位提高；目标明确，市场无限；政策明确，机遇无

限；指出，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中国旅游业经过了漫长的冬季，而《意见》则揭开了中国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序

幕，随着世界经济，国际旅游的复苏，中国的旅游业必将发展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迎来发展的春天。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科研院所党总支书记殷敏教授认为，旅游纪念品开发存在产品雷同、缺乏特色；质量低

劣、缺少品位；缺少标志性品牌、市场秩序不规范等问题，建议有关部门提高认识，广泛深入调查，摸清市场需

求，实行商旅联动，打造旅游纪念品的著名品牌，建立值得信赖的购物中心，加大纪念品的推广力度，尤其是一线

旅游目的地应有标志性的旅游纪念品，有标志性的旅游购物场所、品牌性产品，构建产、供、销一体化的旅游纪念

品体系。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博士认为，《意见》确立了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端，并结合

《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分析了海南经济发展模式摇摆不定的原因，对照分析海

南岛与夏威夷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后指出，海南岛的理想发展范本应该是夏威夷，旅游发展的市场定位应是“东

亚地中海”，既要强调客源的国际化，更要强调服务的国际化。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厉新建副教授结合交通变革对对旅游发展的影响谈了对《意见》的理解，认为高速铁路等

交通变革将影响到旅游地区发展的专业化区域分工，很多资源型地区可能面临被动地成为集散地的资源飞地，旅游

发展的空间演进将从孤岛型发展向集群化发展转变，将对农村发展将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并突出发展旅游对推进新

环境下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作用等等，并提出了被集散、被飞地、被网络、被抛弃、被变革、被前沿六个概念。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秦宇副教授从旅游服务的供给与需求、服务质量本身等方面就如何改善旅游服务质量做了

简要的阐述，认为应充分了解消费者的特征、心理，注意多地点的连锁经营企业如何统一服务质量以及服务的人性

化和多样性等问题。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李宏副教授就旅游目的地营销对《意见》进行了解读，提出了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定位是以

旅游业带服务业，从落实主体上应全面系统考虑，应建立多部门协作支持系统，提供先进信息服务，打造国家和地

区形象。教学科研也要解放思想，迎接新的春天。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王起静副教授认为，《意见》的出台是旅游业与会展业共同的春天，商务产业链应与旅游

产业链充分融合，有条件的地区要发展商务旅游，打造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节庆活动、文化活动，利用大型活动进

行目的地营销，加快各个地区会展产业规划，加强会展产业统计工作，从长远促进会展业发展。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魏翔博士从闲暇经济与经济增长方面对《意见》进行了解读，提出《意见》的隐含点在于

休闲经济的前导——大旅游格局，目前旅游研究应该重视旅游如何做大，旅游衍生品的问题；《意见》的延伸点在



于，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的新抓手，将旅游的口径拓展：从旅游到休闲，从游客到市民；《意见》的展望点在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