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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旅游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一直被定位为世界第一 

大产业，在性质上则是投资少、见效快、收益高的产业，也是一个强关联性的产业，其在作用上能 

够平衡国际收支与外汇管理。然事实上，对旅游业的这些定位、性质及作用的认识都存在着一 

定的误解，时至今 日，其一些观点已经不合时宜，一些提法也比较模糊，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科 

学合理的重新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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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 

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一直以来，旅游业被描述为 

朝阳产业、高效产业、强关联产业、无污染产业、可 

平衡国际收支等等，但时至今 日，其一些观点已经 

不合时宜，一些理论也较模糊，故对旅游业有必要 

进行合理科学的认定。 

一

、旅游业是世界第一大产业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旅行与旅游理事会 

(WTm )将旅游业喻为世界上最大的行业 。在 

西方文献中，不论是政要还是学者都把旅游业描述 

为最大的行业 J，但这一表述引入我国时，概念发 

生了变化，成了“世界最大的产业”。国内旅游学 

界，在研究旅游业的影响以及旅游业发展前景等问 

题时，都十分确定地宣称“旅游业是世界上最大的 

产业” J，“旅游业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产业。 ’ 

受此影响，在旅游规划文本、旅游研究论文中，但凡 

涉及该类问题，都沿用这一说法。实际上，这一表 

述在理论上无根据，现实中也很难被接受。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没有一个产业可以确定是 

世界上第一大产业，或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评价产 

业的地位，按惯常的做法，并不使用“最大”、“第 
一

”

、“最好”等词语。产业与行业虽仅一字之差， 

但内涵却很不一样。之所以产生这种“误用”，从 

客观上讲是旅游学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基本概念体 

系尚未达成共识；从主观上看有故意扩大以引起重 

视之嫌。国内旅游著作称“1992年，国际旅游业以 

年流量5亿人次，年消费量3000亿美元，就业人数 

1．2亿的规模，正式宣告旅游业超过钢铁工业、石 

油工业、汽车工业等传统的巨大工业，成为世界上 

的第一大产业，至今没有易位”_4 J。这是严重的偷 

换观念、混淆视听。首先，在所有版本的产业分类 

体系中并不存在一个旅游业，旅游业各部门与钢铁 

工业、石油工业、汽车工业不在同一层次，不能相 

比。其次，这几项的内容的量纲也没有可比性，旅 

游业的“产量”是“人次”，汽车工业的产量是“辆”， 

钢铁工业、石油工业的产量是“吨”，如何比较大小 

呢?再次，就其数据而言，也不能证明是世界第一 

大产业。年流量5亿人次肯定小于交通运输业，就 

业人数 I．2亿的规模肯定小于农业，年消费量3000 

亿美元相对于能源、制造业等更不算大，即便是第 

三产业内部，也还是低于餐饮、信息等产业。因此 

旅游业不可能是世界第一大产业。 

我国长期以来用来描述旅游业对国民经济贡 

献的指标是“旅游业总收入相当于 GDP的百分 

比”。略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两个概念含 

义不同，GDP属于增加值，而总收入包含了中间投 

入的重复计算，相比是夸大了的，两者不是部分与 

整体的关系，不能进行百分比计算。我国旅游总收 

入(报表)统计不仅存在组成部门之间的重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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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重复计算。事实上，由 

于旅游业不同于传统意义的产业，不是独立的产业 

部门，而是有关部门与行业的边缘组合，在国民经 

济核算体系(SNA)和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中 

没有列表。旅游经济分析缺乏计量理论与方法，故 

国内旅游活动的货币信息和收支数据，从理论上讲 

是“不可测量”的。我国专业统计机构显然注意到 

了这一点，国家和地方的统计年鉴仅有入境旅游人 

数、旅游外汇收入的数据，而无国内旅游统计资料。 

旅游部门编制的旅游年鉴也是以游客人数及社会 

学指标为主，货币信息很少，只有旅游业总收人等 

项。因旅游业经济指标难测算，国内旅游统计是万 

户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且使用“旅游业总收 

入相当于 GDP⋯⋯”的“模糊”说法，但媒体、公众 

和管理人员并不了解和深究其中的差异，引起了误 

解。因此，在我国，旅游学界、教育界和管理部门长 

期以来把旅游业描述为“世界第一大产业”进行宣 

传，是不科学的。 

二、旅游业是“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 

的产业 

如何看待旅游业 “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的 

产业性质?既要因地制宜，也要有历史观。因地制 

宜是说不同的国家、地区旅游业投入产出比是不同 

的，一般来讲越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完善、 

接待水平高，旅游服务的附加值高，相应地产出效 

益高；而欠发达地区道路、宾馆、游乐设施等都需新 

增投资，投资规模很大，同时这类地区远离客源地， 

市场规模小，见效熳、效益低下。历史地看，我国改 

革开放之初，旅游目的地是条件较好的城市和传统 

风景名胜区，景区景点只要政策容许，不需大量新 

增投资就可开门营业搞旅游，游客又以消费能力强 

的外国人、港澳台同胞为主，这一时期基本称得上 

是投入少、见效快、效益高。现在旅游开发的时空 

背景不同了，我国投资上亿、数十亿的旅游开发项 

目已属常态，投资过百亿的旅游项目也时有所闻， 

旅游业正在成为高投入的产业。例如，山东省2010 

年旅游项目规划总投资达到8924亿元 ；浙江宁 

波市休闲旅游项目上半年完成投资 154．32亿元， 

其中上亿元项目有59个 J。就景点而言，深圳东 

部华侨城投资35亿元 ；江苏姜堰溱湖湿地公园 

自2003年开园以来总投资近30多亿元，其中， 

2005年建造姜堰城区至溱湖湿地公园的景观游览 

大道出资2．3亿元，2006年，溱湖湿地公园绿化造 

林、水生植物保护及基础设施建设 出资 1．2亿 

元 J。无论从省市还是景点而言，旅游业某种程度 

上已成为高投入的产业。 

旅游业一直被描述为投入少、见效快、效益高 

的“朝阳产业”。但真实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以景 

区经营为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自然风景、历史名 

胜古迹是全社会的财富，应不属于任何个人，甚至 

不属于地方政府。在中国，虽然名义上风景名胜为 

全民所有，人人都有游览的权力，但由于按照属地 

原则，实质上是为地方政府所有并经营。即便是在 

景区经营者无偿获得自然风景、历史名胜古迹的经 

营权的情况下，提高门票价格几乎是中国景区提高 

效益的唯一有效的手段。这一方面“隐藏”了旅游 

业的成本，景观资源的价值消耗、环境占用没有纳 

入旅游区经营成本进行核算，低估了实际成本 占 

用，高算了产业利润，这一点是长期被忽略的；另一 

方面损害了国民的“旅游权力”，以全社会效益的 

损失换得部J'-JN益、地区利益。旅游业的社会成本 

占用还有很多，比如“黄金周”期间社会总动员，非 

营利部门工作人员加班、警察上岗维持秩序等。 

在实际的经营中，高投入并没有获得高效益的 

景区很多。早在 1997年，投资数十亿的苏州昆山 

福禄贝尔乐园倒闭，损失惨重；2009年，镜泊湖景区 

负债总额有几千万元；四川省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 

201O年5月 15日对公众适度开放，1年后亏损 368 

万 。旅游业 “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是从西方 

发达国家引进的，加之当时我国发展旅游的是北 

京、西安、杭州、桂林等地，这一说法在当时被认可， 

延续到现在已不合适了。 

三、旅游业是一个强关联性产业 

旅游业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强关联．I生的产业，具 

有“一业旺、百业兴”的带动作用。旅游学者们为 

了说明旅游业的关联带动作用，引入了凯恩斯的 

“乘数模型”。据文献，马西森(Mathieson)和沃尔 

(wal1)于 1982年提出了“旅游乘数”概念 引̈。此 

后，凡研究旅游业关联带动作用、就业影响，都用 

“乘数模型”。我国学者研究旅游乘数时提出了不 

尽相同的计算公式，田里在其高教版《旅游经济 

学》中给出了的旅游乘数计算公式是： 

k=(1一L)／(1一c+，佗) (1) 

其中： 为旅游乘数；c为边际消费倾向；m为边际 

进口倾向； 为旅游进口倾向 。 

罗明义在其复旦大学版的《旅游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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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 

K =1／(1一MPC)=1／(MPS+MPM)(2) 

其中：K为旅游收入乘数；MPC为边际消费倾 

向；MPS为边际储蓄倾 向；MPM 为边际进 口倾 

向 。 

李天元在其高教版《旅游学》中给出的旅游乘 

数计算公式是： 

K=1／(1一c+m) (3) 

其中：k为旅游乘数；c为边际消费倾向；m为 

边际进口倾向 。 

式(1)～(3)，尽管等式左边的乘数变成了旅 

游(收入)乘数，但在计算时仍然套用凯恩斯的简 

单乘数模型 (投资乘数 =1／MPS=1／(1一 

MPC) 。]1 ，右边的变量和逻辑关系没有发生变 

化，而且边际消费倾向、边际储蓄倾向、边际进口倾 

向只能以国别进行测算，是根本无法按产业、按地 

区进行计量的。因此，上述研究区域旅游影响的乘 

数模型没有针对性，没有意义。 

投资或消费的乘数效应，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 

题，经济学也仅仅是提出了概念和简化模型而已， 

由于错误的假设、非逻辑的推导使其模型的可信度 

大大降低。事实上，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学者也没 

有算出过具有“普适”价值的具体的乘数数值。在 

旅游界，因旅游概念问题没有达成一致，乘数效应 

的计算实际上失去了理论支撑。同时由于旅游统 

计的缺失和结果的可信度较低，使得乘数计算成为 

“无米之炊”。 

乘数是国民(宏观)经济研究的有效工具，在 

产业经济研究中并无多大价值。美国经济学家保 

罗 ·萨缪尔森(Paul A．Sarnuelson)、威廉 ·诺德 

豪斯(William D．Nordhaus)在其《宏观经济学》(第 

十六版)中指出：“如果认为，只要简单地教会鹦鹉 

说‘C+I+G(C一消费、I一投资、G一政府商品劳 

务支出，引者注)’或某某有一个乘数，那就大错特 

错了”[13]124~ 

我国旅游界大谈特谈旅游业乘数效应，通行的 

提法是旅游业的乘数效应是 1：5(旅游业的就业乘 

数是 1：5) J。也就是说，旅游业每增加“1元”的 

直接投资或消费，可为全社会带来“5元”的间接收 

入。事实上是把旅游业的复杂性与关联性混淆了， 

复杂性是指内部组成及结构，而关联性是对外部的 

影响。旅游业是终极需求型服务业，是由众多相关 

部门组成的“产业联合体”，具有内部结构的复杂 

性，但其中间需求率、中间投人率都小。因旅游业 

几乎不存在为哪个部门提供装备和生产资料的功 

能，外部影响力较弱，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很难 

体现。相反，几乎没有哪个部门不为旅游业提供 

“生产资料”，换句话说，旅游业的发展总是要依赖 

其他产业的发展，旅游学界把两者相互影响的逻辑 

倒置是不对的。 

认清旅游业复杂性的本质特征，具有重要的指 

导价值。一个地方的旅游业能不能发展，取决于相 

关行业发展的程度，可持续的旅游业是不可能独立 

发展的，那种旅游业超前发展战略在理论上是错误 

的，也是难于实现的。广州、深圳的旅游资源并不 

突出，但凭借发达的经济水平，它的国际、国内旅游 

收入居全国前列便是例证。西部地区、民族地区旅 

游资源丰富，但旅游经济落后也是同理。有了这样 

的理I生认识，我国就知道通过发展旅游缩小东西部 

差距，通过旅游进行区域扶贫开发是不现实的(并不 

排斥一些村、寨、景区因旅游而脱贫致富)。落后地 

区要放弃“旅游业超前发展”、“旅游业跨越式发展” 

的思想，要少搞“旅游形象工程”和“注意力经济”。 

四、旅游业能平衡国际收支与外汇管理 

一 直以来，发展入境旅游被看作是为国家创汇 

的主要手段，而且是一种高效的创汇手段，对平衡 

国际收支具有重大作用。理由是提供旅游服务和 

旅游产品不需要国际运输，降低了成本；销售旅游 

服务和旅游产品不受国外关税壁垒的影响；旅游属 

于无形贸易，不必付出很多物质产品，不需消耗很 

多能源等。 

在目前，我国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贸易顺 

差日益扩大的新形势下，增加创汇已经不是追求的 

目标。据此，有的学者提出：“必须重新审视我国旅 

游业的发展战略，提出将发展旅游业提升到国家发 

展战略和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来认识，认为大力发 

展出境旅游是平衡国际收支的一项积极措施”_j 。 

上述两种说法失之片面和简单化。旅游创汇 

效益高，是因为中国旅游业从来没有计入旅游业进 

口漏损、资源损耗和环境占用等成本项目的情况下 

的“虚高”，是严重扩大的结果。贸易顺差的形成 

有着非常复杂的因素，它与投资结构、贸易结构、汇 

率政策、货币管理制度等相关，解决贸易顺差过大 

问题，并不是靠国人拿着美元去国外旅游那么简 

单。如果要单纯减持美元的话，人民币汇率调整、 

抛售外国债券等比鼓励公民出境旅游更迅速有效。 

中国不是“弹丸之地”，是人口世界第一、经济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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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二的大国。201 1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了 

7．46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为36421亿美元。出口 

18986亿美元，进口17435亿美元，进出口相抵，顺 

差 1551亿美元。2011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为3．181 

万亿美元  ̈。不论是入境旅游，还是出境旅游，它 

在平衡国际贸易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2011 

年国际旅游收入485亿美元，即使在忽略进口漏损 

的情况下，也仅相当于同期货物出口值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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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s and Discussions on the Positio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ourism Industry 

U Yin 

(School of Humanities，Yane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Yancheng Jiangsu 22405]I．，China) 

Abstract：The tourist industry plays an important and posi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 It has 

been positioned as the largest industry in the world．In nature it is the industry of less investment，quick effect and high profit。also 

a strong correlation industry．It haS the effect of bal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payments and managing the foreign exchange． But in 

fact，there are misunderstandings to the positioning，nature and understanding of tourist industry．At the present time，some of the 

ideaS have be inopportune or inappropriate，some references are also quite fuzzy，SO it is necessary to I~aITy out scientific and rea． 

sonable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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