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 第 33 卷 2018 年 第 12 期

悦，身体都无可辩驳地“在那里”。因此，在强调形

而上的“客位”的旅游品质供给的同时，从“主位”视

角特别是“身体”角度关注身体对品质旅游的“逆

向”需求可能更为迫切。

对身体的探讨，本质上是对人本身的探讨，身

体的命运实际上也正是人自身命运的一种生动写

照（文军，2006）。对身体的观照有助于挖掘人类内

心深处的需要，从而有助于深入理解旅游需要和复

杂的旅游现象。
（作者系该系副教授，博士；收稿日期：2018-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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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演化，

少数人追求的旅游品质快速演化为愈加普遍性的

品质旅游。然而，品质旅游不仅仅是“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的个体性观感，还应是满足科学的抽样范

式的可观察、可衡量和可参考的社会活动。正如人

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任何人某一次品质旅

游感知，如气泡般消失在时空之中，无法重现，也不

能观测，因而也就不能进行归纳和演绎，指导品质

旅游向着更加品质的方向发展。每个人都放弃一

些主观臆断，给数理抽象多一些容身之所，去量化

评测品质旅游的发展水平、短板和演化方向等问

题，是非常有意义的科学尝试。

量化评测品质旅游，要正视旅游供给当中存在

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目前，国民经济绝大多数

统计指标都从供给端入手，比如围绕规上企业的填

报和规下企业调查的产值、税收和投资等统计，围

绕进出口申报的国际贸易收支统计，甚至与百姓生

活息息相关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不是通过拦访

百姓得来，而主要基于各类销售主体和市场集中区

一揽子商品的挂牌价格。而对于最终消费属性显

著的旅游活动，统计部门对其产业增加值计算，也

是通过《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从供给端

利用系数进行剥离。品质旅游，必然要求旅游市场

达至较好的市场出清状态，供给端测度必不可少且

最易操作。诸如酒店、旅游吸引物、休闲设施、餐

馆、机场、航班、导游、旅游厕所、旅游公路里程等要

素和设施每名游客占有量等规模指标需要纳入统

计。旅游从业者学历水平、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

国内外游客对酒店和景区等设施的点评打分、支付

便捷性、旅游交通换乘便利性、航线密度、旅游企业

负债率、旅游企业税负水平、食品安全、旅游保险覆

盖率、旅游产品价格水平、签证便利性、外文环境、

旅游服务贸易净出口、旅游业社会融资比例等质量

指标均是考察旅游供给品质的重要内容。这些政

策和产业供给指标，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头部景

区知名度存在显著相关性，地区、城乡差异较为明

显，纳入的供给指标越全面，越有可能暴露旅游供

给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越能客观描

述我国品质旅游发展的真实情景。

量化评测品质旅游，要正视政府旅游治理水

平。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先后建立健全了以《旅

游法》、《国民休闲纲要》、旅游业五年发展规划以及

各类旅游评定标准等为代表的制度框架，形成了以

旅游警察、旅游巡回法庭、旅游工商分局为代表的

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治理体系，政府旅游治理现代化

水平加速提升。应该承认的是，我国旅游业发展还

较为普遍地存在着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够

完善，旅游业对环保和社区发展责任缺失，不合理

低价和欺客宰客等市场乱象时有发生，政府主导的

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随处可见，智慧旅游流于堆砌

软硬件，“官出数据、数据出官”等现象。鉴于我国

旅游发展中呈现的显著政府强度，测度品质旅游既

要如实反映政府旅游治理的进步和经验，也要恰当

考量政府治理的弱项和偏颇。为此，旅游规划项

数、旅游营销投入金额、旅游教育投入、旅游警察投

入、旅游工商投入、可持续旅游投入、旅游投诉处理

时效、旅游突发事件处理时效、旅游标准项数、旅游

协会及非政府组织数、免签（含72小时过境免签）覆

盖面、地方旅游委成立比例、地方旅游数据中心建

设比例、空气质量、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验收通过

率、旅行社责任险投保率、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个

数、旅游转移支付额、红色旅游景区建设数、免费或

低费旅游吸引物数（公园、博物馆等）等指标需恰当

纳入品质旅游的统计评价体系。

量化评测品质旅游，要体现环境友好和代际公

平。旅游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存在宏微观错配，即

宏观而言旅游业是环境友好型产业，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生力军。但在微观操作层面，由于过多地关注经济

功能、过度商业化及不恰当的旅游开发，旅游业对

生态环境的破坏与冲击不断显现。任何人的品质

旅游，都应该是不以影响他人和后代的品质旅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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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也即是说，可持续是品质旅游的必要条件。当

下，国内有不少人存在边沁式功利主义思想，以我国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为由放松或淡化品质旅游的可

持续发展要求，这是非常错误和危险的。笔者认为，

游客人均耗水、耗电、耗气量，游客人均排碳量，游

客人均产生垃圾量，主要旅游目的地森林覆盖率，

生态型旅游区游客密度，旅游区地下水水位、旅游

区水质和空气质量，景区环保投入额，环保厕所数量，

国家公园面积占比等指标，都应成为衡量品质旅游

的重要方面。在我国，可持续至今是品质旅游的短

板，要通过上述指标形成客观和普遍性认知，推动

旅游业节能减排，倡导绿色经营、绿色出游，科学合

理地对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进行开发，使旅游业

成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产业和重要力量，成

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示范行业。

量化评测品质旅游，要以游客满意作为最高标

准。简单而言，品质旅游是社会全部个体旅游品质

的综合表达，前者暗含理性游客假定从而去个体

化。如 Arthur Koestler 所言，宇宙由不同层级的全

子组成，高层级全子由低级全子构成并决定（“向上

因果效应”），低层级全子构成高级全子后升华原有

价值属性。例如人由器官决定、器官由细胞决定、

细胞由分子决定等。反过来，如人的器官，比如手

臂如离开人体，就变得毫无意义和价值。品质旅游

是个体旅游品质的高层级全子，对其进行的观测和

诊断，需回归到作为构建并起决定性作用的个体旅

游品质感知，也即游客对各环节的满意情况。因

此，国内和入境游客对于目的地旅游价格、旅游交

通服务、旅游餐饮服务、旅游住宿服务、旅游购物服

务、旅游娱乐服务、旅游景点服务、旅游公共服务等

环节的质量感知，以及对目的地居民友好程度感

知、对旅游营销的评价、对投诉处理满意程度等指

标，都应纳入品质旅游考察范畴，并获得优先的权

重配比。既然品质旅游由作为低层级全子的个体

旅游品质决定，那么是不是只关注个体旅游品质，

完全经由游客对于旅游各服务环节的质量感知对

社会品质旅游进行观察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

方面，低层级全子构成高层级全子，意味着去碎片

化和连接为相互影响的网络，带来整体价值大于部

分价值之和，这一增值的价值，不能仅仅通过对低

层级的个体旅游品质观察得到；另一方面，游客的

有限理性，难以对供给、生态和政府治理形成完整

而准确的认识和感知，而这些确是构成品质旅游不

可或缺的要件。

上述每一个指标及其同类指标构成的模块，都

只能反映品质旅游的某个方面。还需结合层次分

析、结构方程等方法进行新的综合，产生低层级指

标全子自身不具备的增量观察价值。至于指标的

数据来源，应按照主观与客观并举，传统调查与大

数据兼顾等多种方式。游客满意数据来源于现场

拦访和针对网络评论的文本分析，政府治理和供给

端多数指标数据，可通过填报方式获得。而至于旅

游厕所数、加油站间隔距离、城市绿地面积、餐馆数

及分布、便利店数及分布等指标数据，可借助地图

商数据进行大数据挖掘。旅游产品价格水平、游客

人均耗能、游客人均产碳等数据，可通过观察OTA

一揽子商品价格和电力、水务、环保等部门数据进

行挖掘。事实上，没有完美的数据，只有相对科学

的逻辑。通过用10个指标和用1000个指标量化评

测品质旅游，其结果可能大同小异，而且也不能证

明基于1000个指标的测度一定更加准确，但可以肯

定的是，后者的科学逻辑更加完备。十九大报告指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

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品质旅游需要不一样的

衡量方位，其重点是要从供给主导向需求主导转变，

从重速度规模向重质量和可持续转变，从重经济功能

向重综合功能转变，从重结果向结果、过程和潜力

并重转变。当然，量化评测品质旅游不只是为了描

述现状，更重要的是通过“向下因果效应”对低层级

实施强有力的影响和控制，也就是通过品质旅游的

整体性提升，显著改善游客个体的旅游品质。
（作者系该院副研究员；收稿日期：2018-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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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艳媜
（南开大学 旅游与服务学院，天津 30035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8.12.003

品质旅游的“初心”是为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和生活质量。为实现这个“初心”，政府和各类市场

主体都在各司其职，共同致力于打造优质的产品服

务、美好的旅游体验、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公共服务

等。而如何认识和发挥旅游者在品质旅游发展过程

中的角色与作用，洞察并满足旅游者真实需求，整

合利用好旅游者资源，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一、品质旅游关乎旅游者福祉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我国

已从高速度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

⋅⋅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