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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思想汇
———企业与旅游发展

【栏目语】旅游企业是构成旅游活动的三大要素之一，是旅游产业链上的重要

节点，是旅游产业不断推动发展的核心力量，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旅游业发展成熟的

重要标志。传统旅游企业主要承担客源组织、旅游产品生产供给、旅游空间转移等

等职能。随着旅游活动大众化、纵深化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旅

游企业的职能及范畴也在不断的拓展。旅游企业如何抓住全域旅游发展的机遇，

响应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导向，依法规范经营活动，吸引人才融合新技术、适应新需

求，提高创新能力与供给能力，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是新形势下学者们研究探讨

的领域，更是旅游企业需要认真思考和践行的问题。

本期思想特汇邀请了５名长期从事旅游企业研究的学者，聚焦“旅游企业与旅
游”展开讨论。戴斌在回顾旅行社发展沿革，并对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后提出，中国

旅行社未来出路在于复归旅行社的经典价值，从经典的旅游服务走向广义的旅行

服务，用现代科学技术及新型商业模式改造传统业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与国际同

行对话、交流与合作，从而信心满满的创新前行。梁学成认为，供给侧改革驱动下

旅游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可能在于产品或服务创新、组织结构创新和营销模

式创新。段正梁等认为，我国旅游企业的组织模式应该走向集团化，一体化、品牌

化和国际化是其集团化的有效路径。董培海认为，我国旅游企业在概念认知和理

论基础上存在困境，提出国内旅游企业的研究应该增强研究指向性、关注旅游活动

本体及强化研究的创新性。白鸥认为，数字时代旅游企业应重新定义企业的竞争

战略、商业模式，以及和用户的关系，以此来应对技术型新创企业的挑战。

旅行服务的经典价值与旅行社产业的未来出路

戴　斌

在旅游消费大众化、日常化和散客化的今天，在基于互联网、移动通信和年

轻人主导的创业创新让传统业态日渐焦虑的今天，讨论“旅行服务的经典价值

与旅行社产业的未来出路”这个话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回首旅行社的发展历程，我们应敬意满满

改革开放的４０年来，以国旅、中旅、中青旅、广之旅为代表的第一代市场化
运作的旅行社，经过艰难的转型，成为我国最早一批旅游市场主体。直到今天，

它们仍然是中国旅行社业、中国旅行服务业和中国旅游业的代表，也是能够与

托马斯·库克、运通、ＪＴＢ比肩而立并进行战略对话的世界级的旅游企业。以

第３期　　　　　　　　　　　旅游思想汇———企业与旅游发展



春秋、众信、凯撒、南湖为代表的民营旅行社紧紧抓住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
高速增长的国民大众旅游需求的战略机遇，在没有要政府的投资，甚至也没有

非常好的政策环境的情况下，仅仅凭着一腔创业激情及自己的商业才情，成功

地把企业办成了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敲钟的上市公司，书写了旅行服务的商

业传奇。而今，万达、君联、海航、腾邦等产业资本在旅行社领域一个接一个地

并购和重组，这些龙头企业的并购和重组正是对这个行业及行业内各企业家充

满信心的标志。

新中国成立６９年来，以国旅、中旅两大系统为代表的旅行社群体和数以万
计的导游人员，在基辛格来访、乒乓外交、友好人士接待等一系列国事活动和外

交事件中，凭着对共和国的忠诚，在商业服务体系、公共服务体系乃至经济社会

发展环境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向外国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华人华侨，展

现了新中国建设成就，发挥了民间外交的重要作用。并在此过程中，积淀了现

在我国旅游市场主体的核心基础和中坚力量。正是由于先驱者的努力，旅行社

赢得了广大游客和国际国内社会各界发自内心的尊重。

追溯到１９２３年，爱国银行家陈光甫先生本着“商业报国、服务兴国”的理
念，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旅行服务被运通、通济隆等一批外国企业所垄断，创办了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它没有照搬国外的旅行社业务，而是紧贴广大旅行

人士的现实需求，开展了包括在火车站帮旅客在转车过程中搬运行李的业务，

就是今天还能见到的“小红帽”的活儿。这些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高大上，甚

至感觉有些土，但是它深深理解老百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心理，滴水

成河，终是成就了一个旅行服务的民族品牌。他们在创办、运营中国旅行社过

程中所秉承的“本行当以忠恳诚笃之心，为社会服务”“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

嫌细微，我宁烦琐”的服务态度和理念，以及所坚持的“发扬国光，服务旅行，阐

扬名胜，改进食宿，致力货运，推进文化”的二十四字方针，在今天依然有极其强

烈的现实意义。在小康社会旅游梦想即将实现，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当代发展背景下，我们回望历史，理应向中国旅行社

业的“大槐树”致以深深的敬意。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世界旅游业的发展进程。没有１８４１年托马斯·库克先
生组织的那一次火车禁酒之旅，我们很难想象过去只是由权贵阶层和探险家体

验的旅游活动竟然会成长为大众普遍参与的生活方式。自古以来，人们就有踏

青、游览、泡温泉、避暑、避寒这样的需求，甚至有人把秦始皇东游、李白游历都

当成旅游活动。实际上，现在看来，这些都是旅游活动，而非旅游产业，更非旅

游现象。彼时的旅游活动是分散的，是少数人靠权力、地位，而不是靠市场交易

完成的。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的成立才标志着一个大众的、商业的、标准化运

作的、以公司制为载体的旅游新时代的来临。离开国民大众的需求，离开现代

产业革命、离开商业模式对传统服务业的改造，旅行社不可能有今天的产业基

础和社会地位。世界旅游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并还将继续证明：旅行社一直

都是旅行服务业和旅游休闲业最为经典的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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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行社前景峥嵘，我们应信心满满

（一）旅游参与普及，市场规模宏大

目前，旅游已经进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

要指标”。我国的旅游发展已经进入以国民消费为基础的大众化发展初级阶

段，正在向中高级阶段演化。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旅游经济运行监测与预警课

题组的测算，２０１７年的国内游客已达到５０．０１亿人次，出境游客１．３０５１亿人
次，加上２．７亿人次的入境游客，这是一个空前巨大的旅游市场规模和旅行社
产业基础。可以说，中国旅行社业正处于一个国民旅游意识空前高涨的时代，

一个国民旅游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国民旅游消费需求得到充分释放的战略机遇

期。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只有少数几家旅行社，而今已发展到了２７４０９家旅行
社（截至２０１７年第三季度），还有远比这个数量大得多的从事旅行社业务的线
上旅行代理商和线下交通票务代理商，这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常态化

的现实需求作为基础支撑。展望未来，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旅游业改

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１４〔３１〕），到２０２０年，中国城乡居民年人均出游
４．５次，那将是一个超过６０亿人次的巨大市场。也许我们不再有三十年前从
事“民间外交”的神圣事业感，我们的工作也不再神秘，但是当旅游的需求像柴

米油盐酱醋茶那样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旅行服务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为老

百姓所需要着，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呢？

（二）现代科技与新型商业模式在旅行社中充分应用

科技进步和商业模式的演化，为旅行社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

力。由于信息是旅行社最为重要的商业资源之一，所以旅行社从来就没有远离

过科技应用。从早些年的传真、电话，到后面的 ＰＣ端的互联网，到今天导游可
以通过手机、手持移动工具与总部保持联系，再到产品创意与设计人员广泛使

用的各种软件与工具，我们能说旅行社是一个单纯靠经验推动的行业吗？相

反，我们一直在以最快的速度应用科技创新的成果。过去我们讲旅行社，讲的

是外联、计调、导游，今天我们讲旅行社，讲的是批发商、零售商、代理商。这些

名词的变化，意味着旅行社这样一个传统的行业与现代的商业、物流、信息产业

开始融合。无论是国中青还是其他的旅行社，都在随着技术的变革而不断进

步。有了科技应用，就会有商业创新，就会引领旅行社的未来。

（三）业界企业家的创新探索赢得了资本市场的认可

业界各位企业家从来没有沉迷于过去的辉煌，而是不断把视野延伸到变革

和创新之中。最近有个词叫互联网焦虑。在以ＯＴＡ（在线旅行社）们为代表的
一些年轻人的创新冲击下，确实让旅行社行业的“大叔们”变得越发焦虑。但

焦虑并不是坏事，它说明了我们对现状是不满的，希望能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

通过努力找到自己的主流地位，重新赢得社会的尊重。有焦虑不一定成功，但

没有焦虑则一定没有希望。业界朋友在行业会议上，多次表达了他们对这个行

业的热爱和创新发展的渴望以及在践行中辛勤的付出。通过这些年的反思与

努力，旅行社已经重新赢得了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尊重。如果旅行社没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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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我们很难想象万达近期的一系列收购行为。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下旬，万达旅业
并购了南京三家旅行社，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君联资本入股凤凰国旅，２０１４年１月众
信旅游上市后股价连拉１１个涨停成为ＩＰＯ重启后最耀眼的明星公司，途牛旅
行网２０１４年５月上市以来，股价轻松翻番。旅行社的价值，可能并不需要专家
学者去证明，资本市场的认可就是最有效的证明。

正是因为国民大众的需求，商业模式的演化，资本战略的介入，特别是企业

家的激情创新，让人们对旅行社这样一个传统而现代、经典而时尚的行业和企

业家群体信心满满。

三、旅行社产业未来的出路，我们应深深思索

商业是理性的，一味沉溺于过去是不可取的，单靠一腔热血也是落不了地

的。我们必须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紧紧把握住消费需求和商业变化的主

流方向，以务实的创新和理性的坚守把旅行社的理想一点一点变成现实。

（一）旅行社的经典价值是业界孜孜追求的目标

旅行社的经典价值就是始终为人们的异地生活方式提供安全的保障，提供

旅行的效率，提供品质的分享。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之所以

会靠朋友是因为出门在外总是有一种安全感的缺乏，担心人身安全，担心被欺

诈，被欺骗，“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旅行社的那一面旗帜，应当也

可以让出门在外的父老兄弟们有安全感、有品质感，还能够感受到温暖。托马

斯·库克先生、陈光甫先生等众多旅行服务领域的商业领袖，他们的努力，都是

在孜孜不倦地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只要能够以服务品质真正赢得最大多数游

客的真诚认可，那么旅行社所有的焦虑都将不复存在。至于是团队、散客，包

价、半包价、单项代理，线上、线下、Ｏ２Ｏ，Ｂ２Ｂ、Ｂ２Ｃ、Ｂ２Ｂ２Ｃ，都不过是载体，不过
是表现旅行社经典价值的形式而已。

（二）用现代科学技术及新型商业模式改造传统业态

如何把现代的科学技术、把现代的商业模式用于对传统业态的改造进程中是

旅行社未来发展值得深思的问题。过去的荣誉、基本价值观我们不能丢，但并不

表示我们就因循守旧。正如美国陆军第１骑兵师这个番号今天依然存在，那是在
骑兵时代所创造的历史辉煌，他们很珍惜这个荣誉，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把马匹

换成飞机，把旗语换成战场定位系统。这些现代的东西，“小鲜肉”可以用，“大

叔”同样也可以用！军队上，过去是排、连、营、团的组织结构，今天在搞集团军，组

织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连携程的梁建章先生都提出要将大公司变小，倡导“二

次创业”，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抱着欧美部、东南亚部、公民部这种组织方式不变呢？

旅行社门市本质是接触终端消费者的，如果手机移动终端可以起到这样一个连接

的作用，干嘛不使用？如果邮局、居委会同样可以接触终端乃至最核心的消费群

体———退休老人、家庭出游者，旅行社为什么不用？须知任何技术、经验、知识、组

织方式，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旅行需求，都是为了实现特定的商业目标。

（三）从经典的旅游服务走向广义的旅行服务

探索如何从经典的旅游服务走向广义的旅行服务，这是旅行社真正的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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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当旅游市场已经进入散客化、多元化的新阶段，主导创业创新者天然就是

ＯＴＡ吗？不要再紧盯着包价、购物那些传统的商业模式。时代变了，环境也变
了，《旅游法》是一部包括发展促进、行政监管和行业规范的综合立法，我们没

必要去死死盯住第３５条去抠字眼。古人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当国
民大众的广义的旅行服务需求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请不要等这个机会失去

了，再去说一段《大话西游》里周星驰说的那段经典台词。

（四）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与国际同行对话、交流与合作

旅行是无国界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更是全球化的。２０１７年有超过１．３亿人
次的出境旅游规模，到２０２０年会有超过２亿的人次出境旅游。入境旅游尽管
遇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是我相信，没有任何因素可以阻挡人们在全球范围

内自由流动。中国的企业、旅行社应当也可以在世界旅行服务产业格局中，在

全球旅游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复归旅行服务的经典价值，让中国旅行社产业充满信心地创新前行，这也

许就是中国旅行社未来的出路！

（戴斌：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教授，经济学博士）

供给侧改革驱动下旅游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

梁学成

旅游供给侧改革已成为当前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旅游产业发展的综

合性、带动性、融合性等特点，以及旅游企业涉及行业、领域和类型的多样性，使

旅游业供给侧改革变得复杂，因此，并非通过单一产业链或产品链的结构性调

整就能使整个产业得到改善或提升。旅游业供给侧改革的主体是旅游企业，而

商业模式是企业产品或服务经营、销售等环节的一种有效组合，也是其赢得市

场占有率，不断创造价值、获取资本的关键。正如彼得·德鲁克曾说过：“企业

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的竞争。”因此，旅游企业只要拥有一

种良好的商业模式，就能获得市场竞争力。这样，旅游业供给侧改革，应以旅游

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为突破，才能更有助于旅游业供需均衡发展，不断提升产业

的质量与水平。

一、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近年来，国内旅游业发展迅猛，已成为国民经济领域中最活跃的产业之一。

尤其在“互联网＋”和“旅游＋”合力推动下，旅游产业的带动和融合能力不断增
强，在农业、林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健康及科技等多个行业及领域涌现出一

大批融合发展的旅游新业态。据官方数据统计：２０１７年，国内旅游人数５０．０１亿
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２．８％；全国旅游业对ＧＤＰ的综合贡献为９．１３万亿元，占
ＧＤＰ总量的１１．０４％。然而，笔者在２０１７年《市场驱动下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逻辑》一文中分析发现：近５年来酒店业、景区业和旅行社三大类旅游企业的总
体发展却比较缓慢，其中酒店业增速最慢，部分星级酒店还出现了负增长，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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