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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提升山东省旅游业竞争力研究”（项目编号：０９ＣＳＨＺ０８）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仵颖涛（１９６５－　），女，山东菏泽人，山东经济学院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旅游管理。

山东省区域旅游竞争力实证研究

仵 颖 涛　李 红 坤
（山东经济学院财政金融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　山东作为一个旅游资源大省，近年来，旅游产业发展迅猛，各项旅游指标快速增长，旅游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但还存在一系列问题。通过建立两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ｅ模型定量评价山东省内区域旅游竞争状况找出影响山
东省区域旅游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提升山东省旅游产业竞争力水平的对策建议为优化

政策：促进旅游产品创新，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培育旅游高初级生产要素。推进区域联合，提升乡村旅游竞争力等，

以期快速提升山东省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水平，实现山东省旅游经济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　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法；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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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消费观念的

转变，旅游已成为国际经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全世界最大的产业之一，并保持持续发展势头。随

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区域）为争夺同

一个市场和全球闲暇预算，展开全球范围的激烈竞

争。在旅游市场中，早期阶段是有限的旅游目的地

对有限客源的争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一方面

随着体验经济的到来，旅游业进入真正的大众旅游

阶段，另一方面由于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旅游业

作为重要支柱产业来发展，旅游资源得以充分开发，

不断涌现出新的旅游目的地，供给大幅增加，旅游市

场进入买方市场，旅游区域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各旅

游目的地之间竞争手段在逐渐提升，获得客源的边

际成本亦在不断递增。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山

东省旅游产业竞争力理论与实证的探讨，揭示出提

升山东省旅游产业竞争力的主要障碍，进而对山东

省旅游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合理的政策建

议及治理措施。

一、文献回顾

国内外关于旅游竞争力的表述存在一些差异。

国外一般以旅游目的地为研究对象，旅游竞争力表

述为“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目的地的范围包括国

家、区域、城市、景区；国内一般以旅游产业为研究对

象，旅游竞争力表述为“旅游产业竞争力”。国际上

对区域旅游竞争力研究最初的焦点是旅游资源的区

域禀赋和品质。Ｇ．．Ｒ．Ｄｅａｓｙ和Ｐ．Ｒ．Ｇｒｉｅｓｓ（１９６６）

运用旅游无差异曲线，研究了美国宾夕法尼亚的两

个相似的、互相竞争的旅游景点，运用旅游等成本线

划出不同旅游点的旅游腹地，发现旅游景点与客源

地之间的引力是资源指向性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

期至９０年代，区域旅游研究成果较多地从旅游地客

源竞争的角度出发，侧重市场定位、信息、目的地形

象塑造、可持续发展与竞争力等，其中尤以案例研究

居多。如１９９３年 ＲｉｔｃｈｉｅＪ．Ｒ．Ｂ和 ＣｒｏｕｃｈＧ．Ｉ．的

《国际旅游业竞争力一个理解和分析的框架》，
［１］

１９９７年 ＤｏｕｇｌａｓＧ．ｐｅａｒｃｅ《东南亚旅游目的地竞争

力分析》等。
［２］
国外关于城市旅游研究最早的是

Ｓｔ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ＣＡ（１９６４）对城市旅游业重要性的论述。

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学者开始认识到城市旅

游的重要性，但研究成果比较分散和凌乱。国外城

市旅游竞争研究是国外城市研究的新兴热点之一，

发起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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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城市旅游竞争力研究主要侧重于

城市之间的竞争（Ｉａｉｎ，１９９９；Ｐａｕｌ，１９９９；Ｍａｒｔｉｎ，

１９９９）、影响旅游城市竞争力的因素和城市竞争产
生的后果等（Ｒｏｂｅｒｔ，１９９９；Ｍｉｋｅ，１９９９）。有城市旅

游竞争研究者将城市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从旅游

营销和游客感知的角度进行剖析，如 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９９）

对巴黎的研究、ＭｅｔｉｎＫ＆ＭｉｋｅＲ（１９９９）对土耳其的

研究。
［３］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城市旅游竞争力研究进

入多元化阶段。ＡｓｐａＧｏｓｐｏｄｉｎｉ（２００１）研究了城市

环境的物质形式和休闲活动之间的关系。Ａｖｇｏｕｓ
ｔｉｓ，ＳＨ（２００３）通过对印第安纳波里市的城市旅游发

展研究，认为可持续发展与城市旅游竞争优势的获

得是正相关的。
［４］
国外学者在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

中使用最多的方法是案例比较、因子比较和图形分

析。在进行不同目的地竞争力的因子比较或整个竞

争力比较中，所使用的指标多为软指标，数据多是通

过调查得到的一手资料。

国内旅游竞争力一般表述为旅游产业竞争力。

与我国竞争力的整体研究状况相比，旅游产业竞争

力的研究起步时间晚、成果数量少、研究人员的层次

低。旅游竞争力研究受到重视是在２１世纪初，研究

成果的大量出现是在２００３年之后。研究层次上，主
要集中于旅游产业竞争力，并以城市为主要研究对

象；研究内容则侧重于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分析

模型、竞争力的评价、竞争力的提升对策等。国内最

早出现的旅游产业竞争力分析模型是万绪才等提出

的旅游竞争力综合评价模型。该模型将旅游产业国

际竞争力分解为旅游资源与产品条件、社会经济条

件、其他方面３个部分，每一部分又分解为３个层

级。省级区域的竞争力研究相对较少。冯茂娥利用

综合评价模型分析了陕西省旅游产业竞争力，并对

我国３１个省在环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核心竞争

力３个分项竞争力及旅游综合竞争力各方面进行了

比较。汪德根从国际旅游竞争经济实力、国际旅游资

金实力、国际旅游吸引力、国际旅游企业经营状况、国

际旅游交通状况、国际旅游技术人才等６个方面构建

了国际旅游竞争力评价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

分析方法对我国３１个省份的国际旅游竞争力进行了

实证分析。我国学者关于旅游产业竞争力的研究方

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案例比较和因子比较法。这

是进行旅游研究的两种重要方法。二是层次分析法。

在进行旅游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时，我国多

数学者使用层次分析法得到指标的权重值。

二、山东省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模型及评

价体系的构建

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是一个区域的旅游业发展

综合实力和潜力的体现，本文把区域旅游产业竞争

力归结为：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 ＝现实竞争力 ＋潜

在竞争力＋环境竞争力。

现实竞争力是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中能直接表

现出来的显性竞争能力，是决定和影响区域旅游业

竞争力发展状况的直接因素和首要因素。主要选用

旅游总收入（Ｘ１）、旅游总接待量（Ｘ２）、旅游市场占

有率（Ｘ３）和饭店业市场集中度（Ｘ４）等指标来表示。

它们分别反映了国内／国际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市场

规模以及区域旅游的市场结构状况。其中，旅游收

入、旅游接待量、旅游增长等指数体现了区域旅游产

业客源市场竞争力。饭店业市场集中度来反映区域

旅游产业的市场结构状况。市场集中度越高，意味

着市场中拥有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优势骨干旅游企

业，这些企业规模大、市场支配能力强，在行业中具

有较强竞争力，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旅游产业在全

国甚至更大范围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潜在竞争力是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的主要源

泉，是旅游业竞争力的后续动力，对竞争力的长期可

持续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选用旅游资源品位

度、旅游资源丰裕度（Ｘ５、Ｘ６）、旅游从业人员数量
（Ｘ７）等指标综合反映旅游资源、旅游人才等状况。

环境竞争力是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各种环境的

综合实力，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

等。选用星级饭店数量（Ｘ８）、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Ｘ９）、旅行社数量（Ｘ１０）等指标。

该指标体系表述如下：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 Ａ

＝（Ｂ１，Ｂ２，Ｂ３）

三、实证检验

建立两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１ｇ（ ｐ１－ｐ）＝∑ａ＋ｂｘｉ

ｐ是竞争力强，１－ｐ是竞争力弱。

第一步：共线性检验。结果见表２，可以得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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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

　表１ 　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区
域
旅
游
产
业
竞
争
力
Ａ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现实竞

争力Ｂ１

Ｘ１ 旅游总收入（亿元）

Ｘ２ 旅游总接待量（万人次）

Ｘ３ 旅游产业市场占有率（％）

Ｘ４ 饭店业市场集中度

潜在竞

争力Ｂ２

Ｘ５ 旅游资源品位度

Ｘ６ 旅游资源丰裕度

Ｘ７ 旅游从业人员数量（人）

环境竞

争力Ｂ３

Ｘ８ 星级饭店数量

Ｘ９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Ｘ１０ 旅行社数量

　　第二步：卡方检验。结果见表３。可以得出结

论：山东省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与旅游总收入

（Ｘ１）、旅游总接待量（Ｘ２）、旅游市场占有率（Ｘ３）、

饭店业市场集中度（Ｘ４）、旅游资源品位度、旅游资

源丰裕度（Ｘ５、Ｘ６）、旅游从业人员数量（Ｘ７）、星级

饭店数量（Ｘ８）、建成区绿化覆盖率（Ｘ９）、旅行社数

量（Ｘ１０）等变量是相关的。
　表２ 共线性诊断及变量筛选

维

数
特征值

方差比例

常量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Ｘ１０

常量 ６．３１２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Ｘ１ ２．１４７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Ｘ２ ．８７７ ．００．０８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Ｘ３ ．７０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Ｘ４ ．２２５ ．００．０１．１２．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Ｘ５ ．１７５ ．００．０３．２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３

Ｘ６ ．０９２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Ｘ７ ．０７４ ．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

Ｘ８ ．０６２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Ｘ９ ．０２３ ．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Ｘ１０ ．００４ ．０２．０１．０５．１１．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１１．００

　表３ 列联表分析卡方检验

渐进ｓｉｇ．（双侧）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Ｘ１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卡方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似然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线性相关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第三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检验。结果见表４。
　表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检验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Ｗａｌｓ 自由度 Ｐ值 ＯＲ值

现实竞争

力Ｂ１
２１．５９５ ４ ．０００

Ｘ１ ．８３３ ．２５６ １０．５２２ １ ．００１ ．４３２

Ｘ２ ．５９１ ．２７４ ４．６２５ １ ．０３１ ．５５３

Ｘ３ ．８７６ ．７８７ １．２１１ １ ．２７２ ２．３９９

Ｘ４ １．６５１ ．６８９ ５．７１６ １ ．０１５ ５．２２１

潜在竞争

力Ｂ２
３３．８４８ ３ ．０００

Ｘ５ ．９９７ ．２０５ ２３．４２７ １ ．００１ ．３６８

Ｘ６ ．９９１ ．１８７ ２２．３５５ １ ．０８５ ．４１０

Ｘ７ ．４０４ ．２３５ ２．９２４ １ ．０００ ．６６５

环境竞争

力Ｂ３
９２．８５８ ３ ．０００

Ｘ８ ．６８０ ．１８１ １４．２１７ １ ．０００ １．９６９

Ｘ９ １．３１８ ．７５１ ３．９９８ １ ．０１５ ．２５５

Ｘ１０ １．５４１ ．３１２ ２９．９７８ １ ．０００ ．１９１

　　对模型进行Ｈｏｓｍｅｒ－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模型检验，结果

见表５，模型整体显著。

　表５ Ｈｏｓｍｅｒ－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模型检验

卡方 自由度 Ｓｉｇ．

２７．３９１ １０ ．０００

　　第四步：模型系数解释１———现实竞争力。影响

权重大小由高到低排列：

　表６ 模型系数解释１———现实竞争力

特征项 影响权重排序

旅游总收入（Ｘ１） ３

旅游总接待量（Ｘ２） ４

旅游产业市场占有率（Ｘ３） ２

饭店业市场集中度（Ｘ４） １

　　第五步：模型系数解释２———潜在竞争力。影响

权重大小由高到低排列：

　表７ 模型系数解释２———潜在竞争力

特征项 影响权重排序

旅游资源品位度（Ｘ５） １

旅游资源丰裕度（Ｘ６） ２

旅游从业人员数量（Ｘ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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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步：模型系数解释３———环境竞争力。影响

权重大小由高到低排列：

　表８ 模型系数解释３———环境竞争力

特征项 影响权重排序

星级饭店数量（Ｘ８） ３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Ｘ９） ２

旅行社数量（Ｘ１０） １

　　四、提升山东省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政策建

议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提升山东省区

域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一）优化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主要体现在政府对旅游业的支持力度

方面，表现为政府对旅游业的投资多少、旅游政策法

规的完善程度、旅游的宣传力度和旅游市场的规范

程度等。在当前山东省旅游业快速发展之际，要把

握机会，坚持政府主导机制，在充分发挥市场这只

“无形之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

进一步科学规划政府“有形之手”的宏观调控能力，

不断推进旅游企业资产重组，优化政策环境，放宽市

场准入，破除行政垄断，鼓励公平竞争，规范经济秩

序，充分发挥市场优势，完善市场体系，为民资、外资

进入旅游产业创造有利的市场环境和政务环境。积

极引导、规范各旅游市场主体行为，创新旅游发展观

念，提升旅游发展中的协调能力，形成有效的组织协

调机制，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

体系，以实现旅游资源配置达到或接近帕累托最优

状态。

（二）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大力推进旅游产品创

新发展

首先，优化旅游产品结构，提升产品功能层次。

科学合理的旅游产品结构是巨大的旅游效益的无形

制造器，是提升区域旅游产业市场竞争实力的必然

要求。目前，我省的旅游产品主要是基础型即传统

的观光旅游产品，而休闲度假、专项旅游等高层次旅

游产品相对缺乏。所以，当前必须以市场需求变化

为航标，加强旅游产品结构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加

快实现旅游产品由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推进

旅游产品系列化、创新化发展，以提升产品市场竞争

力。其次，突出特色，树品牌，打造旅游精品。再次，

深化旅游商品研、产、销体系，完善购物环境。旅游

购物是旅游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长期以来，山东

省在旅游购物上花费了不少工夫，但与其他旅游大

省相比，精品较少，应继续深化旅游商品研、产、销体

系，完善购物环境。

（三）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推进旅游产业结构的

合理化，高级化

旅游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是制约山东省旅游产业

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要实现山东省旅游产业向

社会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全面发

展，就要从旅游产业的资源结构、产品结构、市场结

构、部门结构四大方面进行旅游产业结构调整。

（四）培育旅游高级生产要素

旅游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产业，

人才和资本是旅游产业发展的两个重要的生产要

素。从山东省实际省情出发，实施旅游高级生产要

素发展战略，全面提升旅游产业潜在竞争力。首先，

实施旅游人才战略，优化旅游人才供给结构。要树

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以人才机制、人才环

境和人才资源能力建设为基础，以人才总量增加、人

才素质提高和人才结构优化为目标，以高层次人才

和急需紧缺人才的开发为重点，抓住培养、吸引和用

好人才三个环节，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旅

游人才队伍，为推进山东省旅游经济奋力崛起提供

坚实的人才保证。其次，创新投融资机制，多渠道筹

集旅游资金。一方面，要积极争取国家在旅游国债、

旅游发展基金及重大项目等方面的支持，不断加大

各级政府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加大公共财政在旅

游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投入，提

高区域旅游产业环境竞争力；另一方面，抓机遇，扩

大融资渠道，实现资本投入主体多元化。按照“谁投

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不断优化投资环境，鼓

励全社会投资旅游业，并积极抓住海外资金和沿海

资金向内地转移的有利时机，吸引海外资金，加大资

本运作和招商引资力度。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

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拓宽融资渠道。

（五）推进区域联合，提升旅游整体竞争力

根据当今旅游发展的新趋势，推进区域旅游合

作不断向纵深发展。在省内推进了“黄金海岸”、

“山水圣人”两条精品线上的旅游城市加强合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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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齐鲁文化”旅游线将其串联起来，通过打造

“半岛城市群无障碍旅游区”将合作区域扩大、加强，

实现区域旅游合作发展，向中做大、向西拓展，形成

互动，建立旅游产品链和旅游精品线路网络，实现省

际区域联动，最终推动全省旅游资源以整体包装形

式推向境内外旅游市场。

（六）大力提升山东省乡村旅游竞争力

一是与历史民俗相结合，走历史性旅游产品路

线。山东省民俗文化资源丰富，在乡村旅游开发中

可重点挖掘黄河文化、运河文化、孔孟文化、胶东渔

家民俗及其影响下的民风民俗、生活方式等，形成具

有不同特色的专题性文化，进而组合成各种独具吸

引力的旅游线路。二是与生态环境相结合，走乡村

生态旅游产品路线。山东省不仅拥有湿地、海洋、森

林、海岛等多样性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还有很多国

家级、省级生态示范区和自然保护区。因此可以结

合各地资源特色及分布情况，形成一批像黄河口湿

地生态游、长岛海岛生态游、蒙山天然氧吧等在全国

具有影响力的乡村生态旅游产品。三是与现代科技

相结合，走现代农业旅游产品路线。四是与休闲度

假相结合，走乡村休闲旅游产品路线。山东省目前

具体可以开发两大类型的乡村休闲旅游产品：休闲

娱乐型产品和康体疗养型产品。前者主要是指休闲

娱乐项目，后者则是以乡村良好的自然环境为基础，

开发诸如理疗、森林、温泉等以医疗保健功能为特色

的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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