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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2000～2010 年核心期刊范围内“旅游”目
录下检索到的论文为样本文献，分析进入

新世纪以来中国旅游研究的学术动态，对

热点问题进行综述研究，并从中找出我国

旅游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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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2000～2010 年核心范围内“旅游”目录下

检索到的论文为样本文献，选取 10 个频

率较高的关键词进行分类统计：旅游业发

展、旅游经济、旅游开发、旅游资源、旅游

产品、旅游文化、旅游市场、旅游规划、旅
游目的地、旅游企业，分析中国旅游研究

的学术动态，并对热点问题进行综述研

究。
一、中国旅游研究的学术动态

（一）样本文献反映的学术动态。通过

分类统计可以得出，旅游业发展、旅游资

源和旅游产品的研究文献在逐年增加。尤

其是旅游资源的研究文献，一直保持较高

的增长趋势。学者们从对旅游资源的考察

认识转移到对旅游产品的深度开发。旅游

产品的研究开始触及温泉旅游、影视旅

游、俱乐部旅游等休闲娱乐产品和旅游纪

念品。
旅游市场和旅游目的地的研究也有

趋热的态势。旅游市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对出入境旅游市场的需求及城市居民旅

游需求的分析。旅游目的地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定位、营销策划、
空间结构变化、社会文化影响和区域合作

等方面，并开始关注旅游资源稀缺地区的

开发模式。
学者们对旅游经济、旅游规划、旅游

文化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少。对旅游经济

和旅游规划的研究，多集中在具有现实意

义和发展意义的遗产旅游的保护和利用

上。对旅游文化的研究除了注重对旅游地

文化价值的发掘外，还从旅游伦理学、旅
游社会学、旅游心理学等方面，多维度地

探讨旅游活动的人地关系。
旅游开发和旅游企业的研究文献总

体来说是在曲折中上升。2002 年以后，旅

游开发与旅游企业的研究文献基本保持

相同的趋势，并在 2005 年以后出现较大

幅度的增长。
（二）年度反映的学术动态。在 2000

年和 2001 年对旅游业发展和旅游资源开

发的研究比较多，主要是因为当时全国许

多地区都提出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或

列为优先产业来扶持发展。2002 年和

2003 年在旅游企业经营管理、旅游产品

设计开发等方面有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尤

其是旅游资源开发研究有趋热的表现。
2004 年和 2005 年对旅游产品开发的研

究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趋势；旅游业发展

的研究文献基本与旅游产品开发保持相

同的增幅。总体来说，研究主题的趋热点

并不明显，学者们对旅游各个层面的研究

趋于平衡。2005～2007 年旅游各层面的

研究文献基本表现出平稳上升的态势，只

有对旅游经济的研究在 2006 年以后有轻

微的下降。2007 年以后的研究文献，有关

旅游目的地的研究有过较大幅度的起伏，

研究的重点层面依然集中在旅游业发展、
旅游资源和旅游开发，而对旅游产品的研

究则呈现出小幅下降的趋势。
二、中国旅游研究热点问题综述

本文结合所选取文献及其他相关的

旅游著作，以 2000 年以来理论界比较有

权威的、有影响力的观点为依据，总结出

我国近年来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旅游业产业地位研究。张凌云从

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角度认为，旅游业从

属于主导产业，只能作为配合主导产业的

关联产业来发展。王云才认为，旅游业在

国民经济中产业规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并不是每个地区都适合把旅游业作为支

柱产业。赵浩兴认为，选择旅游业作为特

定区域特定时期内的主导产业，应客观认

识旅游产业的现实资源、市场动力机制与

市场潜力。董雪旺等人运用主导产业或支

柱产业的选择基准，对旅游业的产业地位

进行分析，发现旅游业并不是主导产业或

支柱产业的最佳候选者。而宋子千在评价

多指标产业体系时指出，我国旅游业适宜

以“先导产业”定位。谢春山等通过分析不

同地区旅游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认

为我国旅游产业应作为先导产业来发展。
（二）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研究。国内

学者关于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的研究，多

是从专项角度去分析与研究。方怀龙认

为，应当根据旅游地区的实际情况，积极

探讨生态旅游的开发与社区发展的关系，

采取社区参与的模式。梁明珠通过分析广

州市开发旅游文化资源的潜力和优势，提

出应以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为先导，引导城

市综合优势的充分发挥，从而突出其城市

文化特色和保持广州旅游持续发展。卢兰

就贵州喀斯特地区旅游资源种类多、品位

高、特色鲜明、开发潜力大等优势，提出了

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解决的一

些关键性科技问题。高悦等以古琴台为

例，对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规划做了研

究，并认为我们应充分发掘文化旅游资源

的潜力，推进人文旅游向纵深发展，实现

人文旅游形象由单纯观光型向富集文化

内涵的休闲度假型旅游形象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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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育休闲旅游发展研究。黄燕飞

在研究我国体育旅游发展前景时指出，由

于体育旅游的主要目的是围绕参与体育

娱乐、健身、竞技、康复、探险等活动而产

生，因而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旅游在研究内

容、方法、手段上都有所不同。
孟铁鑫对国内体育旅游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概念界定、市场供给与需求及其影

响几个方面。认为在加强体育旅游资源开

发、产品设计、产业管理等研究的基础上，

要逐步扩大对体育旅游需求方面的研究，

深入探讨体育旅游市场的演化、发展规

律、游客消费行为的发生机制、客流的形

成规律及其调控等，发挥体育旅游研究的

应用效益。
王北江则从哲学的角度辩证地分析

了体育运动的复杂矛盾，指出社会体育的

矛盾是人们健身娱乐等社会需要同一定

社会阶段体育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它促

进了小康社会体育功能的转变，加快了体

育休闲时代的到来。
石岩等以文献综述的视角，从体育旅

游概念与分类、体育旅游者行为与市场、
体育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体育旅游经营

管理研究五个方面对近 10 年来国内有关

体育旅游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综述，最后

指出，我国体育旅游正快速成长为一种继

生态旅游后十分流行的专项旅游形式，但

由于起步较晚，还缺乏一套完整的体育理

论来支撑。
（四）旅游目的地研究。我国学术界对

旅游目的地的研究涉及很多方面。第一，

旅游目的地的地理学研究。一方面是对旅

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及竞争力的研究；另一

方面是对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形态、空间

结构演变以及旅游流空间结构演变的研

究；第二，旅游目的地的市场学研究。包括

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形象内涵、形象感知、
形象定位以及形象策划）与营销（营销理

论、营销系统、品牌塑造以及营销策略）的

研究；第三，旅游目的地的管理学研究。包

括对旅游目的地的管理体制、开发模式、
产品开发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第四，

旅游目的地消费者行为学研究。包括对旅

游者对旅游目的地选择、旅游目的地游客

满意度的研究；第五，旅游目的地人类学

研究。包括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

究、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

究。
（五）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1、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研究。李竹

青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业》
中分析了旅游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

重要意义，指出旅游资源是我国民族地区

普遍的优势资源；金颖若指出“集市旅游”
是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新形式。

2、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薛群慧的

《民俗风情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探析》
和马晓京的《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传统文

化保护的再认识》等都曾论述了旅游对旅

游地的影响问题；周星的《旅游产业给少

数民族社会带来了什么》，专门论述了贵

州黔东南的民族风情村寨游，并对旅游带

来的少数民族文化变迁，如传统复兴、文
化再生产、文化商品化、民族意识等做了

研究。
3、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协调研究。李曦

辉在《西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中指

出，造成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收效不大

的原因是体制、利益和结构三方面的深层

制约。刘玉安等人以石河子地区为例，介

绍了生态旅游的出现、内涵及发展，认为

生态旅游是一种全新的旅游业；谢杰和李

幼妮论证了我国西部地区绿色旅游生态

景观战略，建议景观建设首先应该从保护

和发展原生态入手，结合西部地区发展绿

色旅游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优势，完

善生态景观。
三、中国旅游研究的主要特点

（一）中国旅游学术界在研究取向上

还有不成熟的地方。在功利性的驱使下缺

乏对所研究领域深入发掘的热情和动力，

而更加关注经济管理领域中具体的、表层

的现象问题；特别是缺乏对旅游基础理论

研究的热情，更多的关注旅游开发与规

划、旅游经济效应等方面的研究。
（二）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实证定性

分析，研究结果一般比较粗略。根本原因

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

独立完整的研究范式。在数据来源方面，

对问卷、访谈等调研方法的应用较少。
（三）旅游新业态蓬勃发展。近年来，

随着中国旅游个性化趋势的增强，出现了

一些有别于传统旅游模式的新业态。比

如，高尔夫旅游、自驾车旅游、游艇旅游、
邮轮旅游等。这些新业态是中国旅游业发

展水平提高的标志。
（四）较多的关注旅游业开发与遗产

保护的关系问题。国内对遗产旅游的研究

仅限于解决管理体制的矛盾和产权界定

的问题，并未真正触及到遗产旅游的核

心———文化旅游的真实性和商业性。在其

他文化旅游，如民俗旅游、乡村旅游、城市

旅游、体育旅游的研究上，并没有探讨各

类文化旅游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的相互关系。
（五）国内旅游研究开始关注与旅游

相关的社会现象。如，SARS 对旅游的影

响、恐怖主义对旅游的影响、旅游犯罪等

旅游安全风险方面。
四、结语

从分类项目看，中国旅游研究多集中

在旅游业发展、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方

面，在区域旅游开发与规划、旅游市场、旅
游文化等方面有趋热的表现，对旅游目的

地及旅游企业管理体制方面的关注也有

了明显增加；从年度动态看，各个层面的

研究发展不平衡，趋热性明显，总体上呈

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研究内容上主要侧

重于对旅游开发、旅游消费行为和旅游经

济效应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侧重实证

定性分析，但有模型化定量分析的趋势。
另外，我国在旅游基本概念体系建设、性
与旅游、赌博与旅游等方面的研究还较为

薄弱。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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