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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江苏省 13个地市2o09年旅游总收入、旅游增加值等六项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通过 

与省内其他城市的对比，定量分析 了苏北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在全省的地位。结果表明，苏 

北五市旅游经济远落后于苏南各市，连云港和徐州旅游经济相对较高，而淮安、盐城和宿迁则位 

于全省最后列。在分析导致苏北旅游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有旅游资源禀赋较差、经济发展水平 

落后、区位和交通条件不利等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苏北地区应加大政府支持和宏观调控、加强 

旅游交通建设、挖掘旅游资源潜力、加大旅游宣传和营销力度以及推进区域旅游合作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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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普遍的经济与社 

会现象 J。旅游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同样存 

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江苏是我国的旅游 

大省，旅游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但 

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江苏旅游经济发展存在着 

较为显著的空间差异 ，区域内部旅游经济发展 

很不平衡，苏北五市旅游经济发展显著落后。旅 

游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 ，影响了江苏旅游经济 

整体效益的提高和全省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本文 

从与苏南、苏中城市对比的角度，定量研究苏北各 

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具体分析其发展落后的原 

因，并提出一些建议，以期促进苏北旅游经济的提 

高和江苏旅游业的协调发展。 

一

、苏北五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分 

析——基于与省内其他城市的比较 

本文从与省内其他城市的对比的角度，采用 

因子分析法，定量分析苏北各市旅游经济发展水 

平和在全省的地位。从旅游经济总量、旅游企业 

数和旅游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等角度出发， 

选择接待旅游者人数 、旅游总收入、旅游企业数 

(主要是星级饭店和旅行社数)、旅游增加值、人 

均旅游收入、旅游增加值占GDP比重等6个指标 

来测算江苏省l3个地市旅游经济总体发展水平。 

通过查阅各市 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并结合政府官方网站，获取了 2009年江苏 

13地市以上 6个指标的原始数据。借助软件 

SPSS19．0，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 

得到了总方差解释表(表 1)。总方差解释表可衡 

量每个因子的贡献程度。由表 1可以看出，经过 

旋转后，前 3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 1，累积贡献 

率达到97．546％。因此，选取前 3个因子作为主 

因子，根据这3个主因子得分并加权计算出各地 

市的综合评价值(见表 2)。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从表 2可看出，江苏 

省旅游经济发展空间差异显著。排在首位的是苏 

州，综合得分为 1．05。排在末位的是宿迁，综合 

得分为 一0．61(这里的负数表明其发展水平在平 

均值以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负值)。得分为正 

的只有苏州、南京、无锡、常州4市，其他9市综合 

得分均为负值，可见江苏省旅游发展差异非常显 

著。根据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综合得分的大小， 

可划分为4种类型(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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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总方差解释 

Table 1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表2 江苏各地市主因子得分、综合得分和排序 

Table 2 M ain Factors Scores。Comprehensive Score and Rank 

表 3 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分类 

Table 3 City Category of Tourism Economy Development of Jiangsu Province 

结果表明，苏北五市旅游经济发展全部在全 

省的平均水平以下，远远落后苏南的苏州和南京 

等城市；徐州和连云港属于第三类，旅游经济发展 

水平稍高于苏北其他 3市，也高于苏中的南通和 

泰州；第四类城市中，除泰州外，其他均位于苏北 

地区；宿迁旅游经济最落后，位居全省最后。 

二、苏北地区旅游经济发展落后的原 

因要件 

1．旅游资源禀赋较差 

区域资源禀赋旅游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有无吸 

引人的旅游资源，资源分布的空间差异将导致旅 

游发展的空间分异。虽然伴随着经济发展，旅游 

资源的重要性有可能下降，但它仍是促进旅游经 

济发展和造成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重要基础，旅 

游资源禀赋的空间差异对地区旅游产业的竞争力 

产生重要影响 。江苏省内的旅游资源禀赋存 

在着很大的差异，优质旅游资源主要分布在长江 

以南(表4)。苏南地区旅游资源点不仅总体数量 

上远高于苏北，且存在显著的空间聚集性，优良级 

资源以块状或线状集中分布于特定区域。苏北地 

区旅游资源整体上比较贫乏，分布也较为分散，但 

局部有较高的集聚度 J。人文旅游资源在徐州、 

连云港两市分布较为密集，同时在南通——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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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交通线呈线状分布，其它地区较为零星；淮安和 

连云港则是苏北 自然旅游资源相对密集区。可 

见，苏北五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资源禀赋 

关系密切。 

表4 江苏省 13地市主要旅游资源类型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Main Tourism Resource Type of 13 Cities of Jiangsu Province 

2．区位和交通条件不利 

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来看，区位是区域发展 

的基础，是发展地区旅游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J。 

它既影响到本区域对游客的吸引力，又影响游客 

进入的可达性。同时，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是一 

个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尤其是交通条件 

的情况更是决定了一个区域的旅游发展。发达的 

交通条件可以增强区域的可进入性，增强旅游地 

的吸引力，从而扩大客源市场的规模 ，优化客源市 

场结构，交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本地区不利 

的区位条件 。 

苏南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地带，处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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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旅游市场高强度地区 7j的辐射范围内，为吸 

引客源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发展旅游业的区位优 

势非常明显。苏南地区的高速公路网非常发达， 

并且与上海的联系密切，而苏北地区的高速公路 

网并不很遍及，有些近年来才刚刚开通，等级公路 

密度明显偏低(图 1)。其中连云港市位于江苏省 

东北部，为欧大陆桥的东方桥头堡，也是全国45 

个公路枢纽中心之一；而徐州也是全国重要水陆 

交通枢纽，京沪、陇海两大铁路在此交汇。可见， 

连云港和徐州二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与交通条件较好相一致，而苏北其他三个城市等 

级密度在全省排在最后列，而且铁路密度也比较 

L 

南京 无锡 徐州 常州 苏州 南通 连云港 淮安 盐城 扬州 镇江 泰州 宿迁 

图 1 江苏 13地市等级公路密度比较 

Fig．1 Comparison of Graded Highways Density of 13 Cities of Jiangsu Province 

数据来源：江苏统计年鉴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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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影响和限制了其旅游市场的扩大和旅游经济 

的发展。近年来，苏北地区加速了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苏北地区高速公路干线网络逐步形成，连 

云港一釜山海上航线已开通，机场航班也有所增 

加 ，使苏北旅游可进人性更加便捷，区位条件开始 

逐步得到改善。 

3．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它的发展需要其 

他产业尤其是交通运输、商业、餐饮娱乐等第三产 

业的支持，雄厚的经济实力能保证对基础设施和 

旅游设施的投资能力，加快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 

的开发，从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苏州、南京、无 

锡城市等较发达的工业基础增强了对基础设施和 

旅游设施的投资能力，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进 
一 步促进了旅游业发展。而苏北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远落后于苏南，薄弱的经济基础限制了苏北地 

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影响了其旅 

游市场的扩大和旅游业的持续发展。通过将旅游 

总收入分别与人均 GI)P以及第三产业占 GDP的 

比重做相关分析，发现旅游总收入与人均 GDP以 

及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都是显著相关(表 5)。 

徐州和连云港是苏北地区的经济核心，商贸流通 

业发达，城市对周边的辐射和集聚效应促进了其 

旅游业发展，也表现出旅游经济与地区经济发展 

依存关系。随着上海中心城市、长江三角洲地区 

对外辐射扩散效应的增强，以及沿海开发战略的 

实施、沿海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整个苏北与上海 

表5 相关性分析 

Table 5 Correlations 

{．在 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及苏南地区的经济联系正 日益密切，经济发展水 

平不断提高。自2006年以来 ，苏北五市的地区生 

产总值指数开始高于江苏的平均水平(表 6)，经 

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但由于苏北地区经济基础 

较为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与苏南仍有较大差距，使 

苏北与苏南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非常明显。 

表6 苏北五市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与 

江苏平均水平的比较 

Table 6 Comparison of Indices of GDP Between 

Northern Jiangsu and Jiangsu Province 

注：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按不变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2005—2010江苏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 

年鉴。 

三、加快苏北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建议 

1．加大政府支持和宏观调控。营造良好的旅 

游环境 

苏北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是其旅游经济发展水 

平较低的原因之一。因此江苏政府应加大对苏北 

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苏北地区第 

三产业的发展和市场环境的改善，积极改善区域 

经济发展条件，缩小省内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要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在投资、管理、税收和土地使 

用等方面给予优惠，并积极探索融资新渠道，探索 

各种灵活有效措施，调动社会资金流向旅游资源 

开发的积极性。但从有利于旅游经济长远健康发 

展的角度来看，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主体不是政 

府，而是那些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一个个涉 

游企业。目前苏北的涉游企业大多较小、体制陈 

旧、综合竞争实力不强。因此，政府要加大对苏北 

地区旅游饭店和旅行社等旅游企业的扶持、监管 

和引导，要加快培育强势的旅游市场主体，同时要 

承担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旅游人才的培训与考 

核、旅游服务的评定与检查、旅游整体形象的塑造 

和联合市场促销等职责。总之，苏北地区政府要转 

变观念，调整职能，加强对旅游业发展的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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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指导和市场监管，充分发挥政府在培育市场主 

体、创造良好环境、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的作用。 

2．加快推进旅游交通建设，改善区位条件 

苏北地区旅游经济落后，区位条件较差、旅游 

交通不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必须要积极 

加强旅游交通建设，改善区位条件。一方面，政府 

应加大对苏北交通建设扶持和投资的力度，重点 

加快苏北铁路建设，实现苏南苏北交通一体化，特 

别是要尽快推进两条线路的建设。一是连淮扬镇 

铁路，这将成为贯通苏北、苏中、苏南的铁路主动 

脉，有效缩短苏北与长三角核心区的时空距离；二 

是徐淮盐铁路，建成后将形成徐州 一宿迁 一淮安 
一 盐城 一南通 一上海的高等级客货运铁路通道， 

可为苏北扩大旅游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 

面，苏北的旅游资源总体上比较分散，需要积极加 

强地方高等级公路建设，提高旅游景区的通达性， 

同时还要积极改善旅游景区内部的交通条件。 

3．挖掘旅游资源潜力。创新旅游产品 

与苏南相比，旅游资源禀赋较差是限制苏北 

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先天相 

对不足的前提下，苏北地区要努力挖掘现有的旅 

游资源潜力，突出地方特色，创新旅游产品。徐州 

人文旅游资源丰富，要着力打造以汉代三绝 (汉 

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为代表的展现楚汉雄风 

的文化旅游产品，同时挖掘云龙山、云龙湖、戏马 

台等名胜古迹和彭祖、刘邦、项羽等历史名人遗迹 

的旅游价值，形成旅游精品。连云港要突出其山 

水风光和滨海风光的主要特色，要重点打造云台 

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同时依托国家 4A级景区 

东海县国际水晶珠宝城，围绕东海三宝(水晶、花 

生、温泉)不断创新和完善旅游产品。淮安地处 

两淮文化区，纪念地和名人文化众多，拥有洪泽 

湖、高邮湖和白马湖等自然旅游资源，因此要在其 

名人文化与水乡景观交相辉映的资源结构特征上 

积极创新各种旅游产品。盐城要积极依托两个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开展生态旅游，围绕大纵湖 

旅游景区开展休闲度假旅游。宿迁应围绕项王故 

里、洪泽湖湿地公园、雪枫公园等，重点突出生态 

旅游和展现楚汉文化。 

4．加强旅游资源整合，推进区域旅游合作 

苏北部分城市旅游资源虽然较丰富，但单体 

旅游资源的竞争力较弱，应充分发挥区域整体的 

力量，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整合旅游资源，联合打 

造精品线路，推出组合旅游产品。如可以徐州为 

中心，形成包括高祖故里九里山、汉城、大风歌碑、 

戏马台、汉兵马俑，项王故里霸王城、虞姬墓，韩侯 

故里韩侯祠、胯下桥、漂母墓等在内的楚汉文化旅 

游专线；以盐城为中心，形成包括盐城丹顶鹤自然 

保护区、麇鹿 自然保护区，淮安洪泽湖、骆马湖，徐 

州微山湖等在内的湿地生态旅游线路；以徐州淮 

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故 

居，盐城新四军重建军部纪念馆为基础，形成红色 

旅游专题旅游线路等。应通过各市的积极合作， 

推进形成不同于苏南模式的徐宿淮旅游区和滨海 

旅游带，并以此产生涓滴效应 ，以点带面，带动周 

边地区旅游发展。建议尽快建立苏北区间旅游联 

席会议制度，定期开展区域旅游协作合作高层论 

坛，对旅游业的分工协作和关键性、全局性旅游相 

关问题进行协调。同时还需要导入市场机制，引 

导旅游企业和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 

5．加大旅游宣传和营销力度。努力扩大市场 

目前苏北旅游的整体形象还没有在全国乃至 

更大范围建立起来，旅游资源的潜力还没有发挥 

更大市场影响力。因此，今后要运用科学的方法， 

对苏北地区旅游整体形象进行合理定位 ，并加大 

宣传和营销力度，进行旅游形象宣传，扩大旅游市 

场。因此，必须要依托苏北现有的优质旅游资源， 

打造旅游精品，加大宣传和营销力度，努力开拓旅 

游市场，不断树立良好的旅游品牌形象。目前苏 

北地区的各种旅游节事促销活动过多、过泛，而且 

宣传力度也不够，导致效果不明显。今后宣传要 

突出重点，加大力度，将徐州汉文化旅游节、盐城 

丹顶鹤旅游文化节、中国淮扬菜美食文化节等打 

造成精品旅游节事活动，提高苏北地区在全国的 

知名度。 

当前苏北的旅游市场仍是区域性 ，90％的市 

场集中在近距离地区 。今后要加大旅游宣传 

力度，继续重点开发江苏省内、上海、浙江、安徽、 

山东、河南等一级客源市场，同时积极开发北京、 

天津、辽宁、河北、山西、陕西、湖南等二级客源市 

场。要对“苏北旅游”的组合产品和整体形象运 

用多方位的、立体式的传播手段和工具进行有效 

传播，促销方式的选择和运用应侧重其组合效应， 

具体可通过广告媒体、网站、电视节 目、书籍等印 

刷品、新闻事件、著名人物、当地居民等进行推销。 

对于近程市场，应直接面对公众促销；对于中、远 

程市场，促销人员应到客源地的旅行社上门推销 

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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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Countermeasures in Northern Jiangsu 

ZHU Yuan—xi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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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lecting the six indexes of 13 c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s and adopting factor analysis method，the paper analyzes the 

level of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in Northern Jiangsu．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tourism economy in Northern Jiangsu 

lags far behind．The paper also analyses the main reas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in Northern Jiangsu falling be— 

hind．At last，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 easures to further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ern Jiangsu． 

Keywords：tourism economy；influencing factors；development counterm easures；Northern 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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