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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研究旅游竞争有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河北省旅游竞争的组成要素 , 指出河北应该从旅游资源、需求条件、旅游环境、周边市
场4 个方面来采取措施。对每一个组成要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 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竞争的焦点。总结出河北旅游发展应该把4 个要
素综合考虑 , 组成联动优势 ,共同打造河北的旅游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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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lement Influencing Tourism Competition of Hebei Province
DING Jiang- hui et al  ( College of Resourse and Environment Sciences ,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 Shijiazhuang , Hebei 050016)
Abstract  Onthe basis of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tourismcompetition, inthis paper the component part of tourismcompetition of Hebei province was
analyzed and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Hebei province should take measures fromfour fields-tourist resource , requirement condition, tourist environment and
periphery market . The question and the competitive heart were put forward after the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four elements was conducted . The conclution
was that Hebei tourismshould give a synthetical considerationfromfour elements for the combined development for the strong tourist competit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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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北旅游竞争研究的内容

当前, 旅游业的发展处于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 ,

其发展过程具有长远性、竞争性、系统性、回旋性等鲜明特

征。旅游地的发展必须时刻关注国内外旅游供给和需求的

变化, 在动态的竞争中求得发展。

窦文章等[ 1] 在分析区域旅游竞争研究中指出, 不同的研

究者在不同年代对旅游竞争的认识不同, 从而研究的侧重点

也是有区别的; 总的趋势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技术条件

的改进以及旅游需求的变化, 所研究旅游竞争的内容也是不

一样的; 提出决定区域旅游竞争的5 个基本因素是: 要素条

件、需求条件、旅游环境、区域行为、介入机会。

杨英宝等[ 2] 介绍了旅游竞争研究的进展过程, 主要包

括: 旅游资源的竞争研究、旅游需求的竞争研究、旅游形象的

竞争研究、知识人才对旅游的影响研究、旅游竞争力的研究、

旅游竞争策略研究等, 提出了旅游竞争力组成因子有生产要

素、旅游需求、旅游环境、旅游管理和决策能力。

参照上述分析结果, 并根据河北省旅游具体情况, 笔者

认为在分析河北旅游竞争中应包含以下方面: 旅游资源、需

求条件、旅游环境、周边市场的影响。这些因素是相互制约

和联系的, 它们之间的关系见图1。

2  影响河北旅游竞争的主要因素

2 .1 旅游资源  旅游资源是旅游活动的客体, 是一个地方

发展旅游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旅游资源包括类型结构、

数量、质量 , 是旅游开发和旅游产品生产的条件, 是旅游竞争

力构成中的重要因素。旅游者的旅游行为受旅游资源的品

质影响较大, 往往趋向于资源禀赋高、品质好的地方。在区

域旅游竞争研究中, 无论是比较优势理论还是竞争优势理

论, 旅游资源都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从发展的观

点看, 旅游资源已突破了传统的概念内涵, 需要不断地向其

注入活力, 丰富其内容, 才能在旅游竞争中获得资源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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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河北旅游竞争要素模型

河北省是旅游资源强省 , 现有世界文化遗产3 处, 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88 处, 居全国第3 位, 是中国著名的文物大省。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4 座,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4 座, 国家级

AAAA 景点23 处 , 全国10 大风景名胜2 处, 全国旅游胜地40

佳3 处,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7 处, 国家级森林公园11 处, 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4 处。

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 如何使它们发挥最大的经济效

益? 如何在激烈的旅游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旅游业的空

间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旅游资源之间的竞争。河北

省是全国唯一具有海滨、平原、湖泊、丘陵、山地、高原的省

份, 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优美的自然风光。不同类型

的旅游资源的竞争范围和竞争理念相异, 保继刚等对3 种不

同类型的旅游地空间竞争问题进行了研究[ 3 - 5] , 认为影响名

山旅游地空间竞争的主要因素是名山的地位级别、功能和可

进入性, 名山的空间竞争是非替代性竞争, 在一定条件下, 可

以转化为互补优势[ 3] 。影响喀斯特石林旅游地空间竞争的

主要因素是石林的地位级别和可进入性, 而地位级别最为重

要, 是一种替代性竞争[ 4] 。对于海滨沙滩类的旅游地, 竞争

替代性大, 影响其竞争力大小的主要因素是离客源地的距

离[ 5] 。针对河北省旅游资源的特点, 研究的侧重点也有区

别, 突出各自的特色和个性, 找出其市场范围和市场级别, 强

化资源组合, 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效应, 提高竞争力。研究

如何开发旅游资源, 丰富旅游资源内涵 , 对河北现有的旅游

资源不断地开拓与创新, 提高竞争力, 形成特色旅游产品, 满

足旅游者的需求, 提高旅游市场占有率 , 是河北省旅游竞争

研究的重要内容( 图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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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河北省旅游资源竞争力的形成

2 .2 需求条件 需求条件主要指旅游者需求偏好、出游能

力、旅游规模结构等综合性的、多层次因素组成的客源市场

条件[ 6] 。提高市场份额是旅游竞争的目标。吴必虎等[ 7] 的

研究表明 , 一个城市80 % 的出游市场集中在距离城市500 km

的范围内。王铮等[ 8] 研究了河北省2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的市场域, 它们的市场范围见表1。

河北省旅游局根据历年到河北省的国内旅游人次 , 得出

了河北省整体旅游市场范围( 表2) 。

  表1 河北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市场范围

风景名胜区 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三级市场

承德避暑山庄 北京、呼和浩特、天津、石家庄 济南、太原、郑州、沈阳、银川 长春、长沙、哈尔滨、合肥、兰州、南京、武汉、西安、西宁

秦皇岛北戴河 天津 北京、长春、呼和浩特、济南、太原、石

家庄、沈阳

哈尔滨、合肥、南京、武汉、西安、郑州、银川

  表2 河北省国内游客的市场范围

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三级市场 四级市场

河北省 北京、天津、山东、山西、河

南、辽宁

黑龙江、江苏、广东、上海、吉林、陕

西、浙江、湖北、内蒙、湖南、四川

福建、安徽、重庆、江西、云南、广西、甘肃、新疆、海南、贵州、宁夏、青

海、西藏

  从表2 可以发现, 河北主要的国内客源市场为: 北京、天

津、山东、山西、河南、辽宁, 客源市场较为集中。说明河北在

国内市场上还没有形成良好的整体旅游形象, 旅游市场的占

有率低。

在国际市场的旅游占有率也不容乐观。区域旅游市场

以市场占有率和增长率划分为明星市场、金牛市场、幼童市

场和瘦狗市场4 种类型, 李景宜等[ 9] 研究表明, 河北省在中

国入境旅游客源目的地市场中市场占有率为0 .9 % , 市场增

长率为14 .3 % , 处于瘦狗市场。同时, 也意味着河北省在国

际市场很有潜力可挖。

旅游 业 发 展 的 内 在 动 因 是 游 客 的 需 求[ 10] , Morley

等[ 11 - 12] 研究了旅游者旅游需求的决定条件, 指出普通居民

根据个人的收入水平、闲暇时间、兴趣爱好等决定旅游形式 ,

最终使个人效用最大化, 旅游者对旅游地的认知包括对旅游

目的地的旅游产品属性的认识, 旅游目的地中心性的认识和

同类旅游地意境地图的比较认识 , 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

式。所以, 要根据旅游者的需求特征来进行形象设计, 掌握

旅游需求模式, 明确客源市场目标, 对自己的旅游产品进行

明确的市场定位。根据市场需求特征设计旅游产品, 增强自

身的竞争能力。另外, 旅游业的竞争不同于其他商品的竞

争, 在降低成本价格的基础上注重高质量旅游产品的服务等

非价格因素, 也是吸引和增加客源的有效竞争策略。

2 .3 旅游环境 旅游环境包括区位因子、交通因子、社会经

济环境、文化吸引力、旅游政策等。河北省地理位置优越, 内

环京津 , 东临渤海, 境内交通发达。河北是中华民族的重要

发祥地之一 , 悠久的历史培育了灿烂的文化, 燕赵文化就极

具代表性。近几年来河北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在政策上把旅

游业定位在战略发展的高度。这些为河北旅游竞争力提供

了基础。旅游者具有移动和传带信息的特征, 好的旅游环境

往往会得到游客赞赏并且会得到较广泛的旅游市场 , 旅游环

境与旅游市场具有内在的联动作用( 图3) 。在影响区域竞争

的诸多要素中, 旅游资源、区位条件可塑性较小, 在一定时间段

内很难改变, 提高旅游竞争力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不断加强旅

游环境的建设, 改善区域旅游环境, 塑造区域旅游形象。河北

省在参与旅游竞争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旅游环境的整合和优

化, 以软环境促进硬环境, 来提升河北旅游整体的竞争力。

图3 旅游环境提升旅游竞争力示意

2 .4  周边市场的挤压力  威尔逊通过理论分析证明在一个

区域系统中, 空间相互作用具有距离指数衰减形式[ 8] 。根据

此理论, 距离越远的区域其空间作用力越小, 竞争力也就小。

区域旅游的竞争热点应该是相近的旅游地之间的竞争。吴

必虎等[ 7] 研究的结果也侧面证实了区域旅游竞争的范围在

500 km 以内, 在这个范围内具有共同的竞争市场。因此 , 河

北旅游的一级竞争者应该为北京、山东、河南、山西、天津。

仍然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为例, 王铮等[ 8] 计算的结果证实了

上述论断( 由于王铮教授的分析是建立在铁路廊道的基础

上, 在铁路仍为主要交通工具的今天, 这种分法很具有说服

力) ( 表3) 。与表1 相对照, 可以发现上述地区的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与河北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竞争一级市场就有北京、

呼和浩特、太原、天津、石家庄5 个地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 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成本优势、创新优势、联动优势3 个

方面, 前文提到成本优势在旅游竞争中短时间内影响度不

大, 所以河北旅游业应主要从后者入手 , 不断加大创新力度 ,

刺激生产要素的创造, 鼓励和支持相关产业的崛起与进入 ,

组成联动优势, 共同构筑强大的旅游竞争力。

3  结语

上述的河北旅游竞争因素是一个动态系统, 竞争优势建

立的关键是把竞争因素连成一个复杂的体系。在分析过程

中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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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北京、山东、河南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市场范围

风景名胜区 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三级市场

八达岭- 十三陵 北京、呼和浩特、太原、天津、石家

庄、济南、沈阳、郑州、银川

长春、哈尔滨、合肥、兰州、南京、

武汉、西安

长沙、广州、杭州、成都、南昌、上海、西宁

泰山 济南 北京、合肥、呼和浩特、南京、沈

阳、太原、天津、郑州、石家庄

长春、长沙、杭州、哈尔滨、兰州、上海、武汉、西安、西

宁、银川
洛阳龙门 郑州 北京、长沙、合肥、济南、兰州、天

津、武汉、西安、西宁、石家庄

成都、广州、南昌、南京、南宁、上海、沈阳、太原、银

川、呼和浩特
嵩山 郑州、石家庄 北京、长沙、合肥、济南、天津、武

汉、西安、呼和浩特、兰州、西宁

长春、成都、广州、南昌、南宁、上海、沈阳、南京、太

原、银川

  ( 1) 迅速发展的中国旅游业和加速增长的国内旅游需

求, 旅游总体市场不断扩张, 河北省的旅游市场前景看好。

(2) 河北省社会经济的快速进步, 为河北旅游进一步扩

展省内市场提供了前提。

(3) 竞争和压力的出现 , 可以创造、吸引新的旅游要素 ,

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 4) 竞争可以引导政府进行更有效率的政策决策。

旅游市场的竞争是市场发展的产物, 竞争应该充满活力

和生命力。提高竞争力, 应该有正确的竞争内涵和竞争理

念, 区域内部应加强联系 , 制定共同的整体促销计划 , 树立河

北旅游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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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差异达极显著水平。2 个试验点总棉花籽棉产量均以施

硫酸钾镁肥处理最高, 较硫酸钾、氯化钾处理分别增产

5 .5 % 、7 .0 % 和3 .0 % 、8 .2 % 。

需要说明的是安庆点2006 年棉花田间试验受台风影

响较频繁 , 尤其是“泰丽”台风对整个棉花后期秋桃影响大,

所以2006 年棉花秋桃普遍较少, 每个处理的籽棉基本上都

是霜前花。蒙城点在棉花生长中后期 , 连续阴雨达2 个月

以上 , 致使棉铃大量腐烂脱落, 故籽棉产量极低。

  表6 经济效益分析 元/ hm2

处理

安庆点

收入
增加

收入

施钾

利润

蒙城点

收入
增加

收入

施钾

利润

NP( CK) 17 828 .1 - - 4 374 .0 -  -

NP + 硫酸钾 19 723 .5 1 895 .4 995 .4 5 078 .7 704 .7 - 195 .3

NP + 硫酸钾镁 20 800 .8 2 972 .72 154 .7 5 232 .6 858 .6 40 .6

NP + 氯化钾 19 448 .1 1 620 .01 035 .0 4 900 .5 526 .5 - 58 .5

 注 : 籽棉 5 .4 元/ kg , 硫酸钾2 500 元/ t , 硫酸钾镁1 000 元/ t , 氯化钾

1 950 元/ t 。

2 .4  经济效益分析( 表6)  安庆点的试验结果表明, 在棉

花栽培上增施钾肥可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较不施钾对照

增收1 620 .0 ～2 972 .7 元/ hm2 , 获纯利润995 .4 ～2 154 .7

元/ hm2 。不同钾肥品种以硫酸钾镁肥获利最多, 产投比也

最大 , 达2 .63∶1 。

3  结论

硫酸钾镁肥不仅能为棉花生长提供钾 , 而且能够提供

棉花生长所必须的镁、硫、硼等养分 , 促进棉花的生长发育,

提高产量 , 增产幅度达9 .1 % ～19 .6 % 。3 种钾肥品种 , 以硫

酸钾镁肥的增产增收效果最佳。建议进一步加强对硫酸钾

镁肥的推广与使用。

参考文献

[1] 韦家幸, 蓝军群, 何天春, 等. 硫酸钾镁肥在几种作物上的施用效应
[J] .广西农业科学,1998(4) :178- 180 .

[2] 林新坚,李昱,李清华,等. 硫酸钾镁肥对小白菜、茶叶、西瓜产量和品
质的影响[J] . 土壤肥料,2005(5) :21 - 24 ,28 .

科技论文写作规范———讨论

着重于研究中新的发现和重要方面, 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不必重复在结果中已评述过的资料, 也不要用模棱两可的

语言, 或随意扩大范围, 讨论与文中无多大关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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