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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我国旅游业竞争力,
 

促进我国旅游业良性发展,
 

该研究引入系统动力学方法,
 

对我国旅游业经济增

长背后的影响因素和内部机制进行分析.
 

将旅游经济增长系统划分为资源、
 

收入及社会3个子系统,
 

分析系统要素

并绘制动力学因果关系流程图,
 

构建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系统动力学模型.
 

研究结果证明综合考虑3个子系统的政

策对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
 

针对研究结果进一步提出对策建议,
 

以期促进旅游产业发展,
 

拉动旅游经

济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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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and
 

promote
 

its
 

sound
 

devel-
opment,

 

this
 

study
 

introduced
 

a
 

system
 

dynamics
 

approach
 

to
 

analys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nal
 

mechanisms
 

behi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The
 

tourism
 

economic
 

growth
 

sys-
tem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ubsystems:
 

resources,
 

income
 

and
 

society.
 

The
 

system
 

elements
 

were
 

ana-
lyzed

 

and
 

the
 

dynamics
 

of
 

causal
 

flows
 

were
 

mapped
 

to
 

construct
 

a
 

system
 

dynamics
 

model
 

of
 

Chinas
 

tourism
 

economic
 

growth.
 

The
 

final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policies,
 

which
 

integrate
 

the
 

three
 

subsys-
tems

 

had
 

a
 

stronger
 

impact
 

on
 

Chinas
 

tourism
 

economic
 

growth.
 

Further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in
 

response
 

to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boost
 

the
 

growth
 

of
 

tourism
 

economic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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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不但体现在物质生活上,
 

更体现在人们对精神生活

的追求中.
 

旅游作为工作之余放松享受的重要休闲活动,
 

成为了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得以快速发展

进步.
 

我国疆域面积广阔,
 

历史文化渊源流传,
 

具有良好的旅游业发展条件.
 

国内旅游市场火爆,
 

国际游客

接待量庞大,
 

旅游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贡献比率持续上涨.
 

随着旅游业的

发展,
 

当地人民就业机会增多,
 

人民收入水平上升及生活水平改善.
 

旅游业发展促进政府税收增加,
 

加强

旅游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
 

旅游业发展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同时调整我

国经济结构,
 

促进相关行业发展[1].
 

旅游经济是包含旅游者消费活动、
 

旅游业市场及旅游企业经营的重要

经济系统,
 

是对旅游经济产业中所有联系项的集合.
 

我国旅游经济快速增长背后存在着一定缺陷,
 

包括与

发达国家相比具有更强的旅游资源依赖性、
 

旅游行业产品质量水平较低、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
 

旅

游行业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结构体系等.
 

基于这些因素,
 

本研究对我国旅游经济增长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行

了探讨,
 

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
 

采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分析我国旅游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
 

通过深挖了解旅

游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
 

寻找当前旅游行业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
 

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进而促进我

国旅游行业竞争力提升和良性发展.

1 中国旅游经济增长

旅游经济是基于旅游者的旅游活动,
 

以商品经济为基础,
 

将旅游过程中所有经济行为与旅游行为相结

合的综合体系.
 

旅游经济主要涉及旅游者消费活动、
 

旅游企业经营活动、
 

旅游者与企业之间产生经济效益

所形成的旅游市场及旅游目的地几个因素,
 

是旅游经济产业中所有相关联系项的集合[2].
 

我国旅游业起步

发展略晚于西方国家,
 

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经济规模和质量一直在稳步提高.
 

关于该方面的研究已

有不少文献报道,
 

李妍[3]针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采用一种灰色相关分析模型,
 

引入斜率

相关度对标准模型进行改进,
 

分析评价影响因素指标的相关度,
 

最终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物质资源因素、
 

人力资源因素、
 

信息金融因素及宏观经济因素都对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并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

对策建议.
 

马曼曼等[4]采用空间结构网络分析,
 

对湖南省各地级市的旅游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研究,
 

实验

结果发现湖南省各州市的旅游经济发展网络具有较强的空间关联度,
 

旅游地区资源丰富度、
 

交通便捷度、
 

地区GDP总值及游客接待量都是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空间关联项.
 

耿长伟等[5]对长三角地区旅游经

济增长与旅游产业聚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引入空间计量模型测量其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
 

经过

实证检验发现经济增长与旅游产业空间聚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
 

人力资本、
 

旅游产业聚集及

资本存量对旅游经济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杨天英等[6]从旅游资源概念出发,
 

研究不同旅游资源要素与

旅游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
 

对10年间我国各省旅游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自然导向

型旅游资源、
 

服务导向型旅游资源与文化导向型旅游资源对旅游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作用,
 

其中自然资源的

促进作用最强,
 

我国旅游业发展对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性较强.
 

夏赞才等[7]针对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长时

期波动状况进行分析,
 

利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ve,
 

VAR)模型对旅游经济增长产生

波动的成因进行研究,
 

实验证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和旅游经济增长自身的变化是最主要的冲击因素,
 

而通货膨胀和居民收入水平对其影响不大.
 

刘佳等[8]以东部沿海3大经济区为研究区域,
 

基于空间结构和

承载力理论,
 

对3个区域的旅游生态承载指数和旅游产业结构水平进行分析,
 

研究这两个因素与旅游经济

增长之间的关系,
 

发现旅游产业结构在逐渐合理化发展,
 

各地旅游生态承载能力虽有提升但仍处于严重的

生态赤字状态,
 

这两个因素都能推动旅游经济增长.
 

郭卫娜等[9]认为,
 

旅游经济增长受到自然资源、
 

人力

资源和信息资源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旅游资源—融合发展—旅游经济增长”的理论

模型.
 

马勇等[10]认为,
 

旅游经济增长受到自然资源、
 

社会资源、
 

技术资源、
 

经济资源以及政策环境等多种

因素共同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旅游资源—旅游产业—旅游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
 

为旅游经济增长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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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系统要素分析

2.1 研究基础

为研究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内部动力机制,
 

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
 

首先需要对旅游经济增长

系统内涉及的要素进行筛选[11].
 

通过对学者们关于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研究成果的阅览,
 

对旅游经济的

定义进行筛选.
 

以往的研究中提到旅游经济是旅游过程中所有经济行为的集合,
 

包括旅游产业、
 

旅游者及

旅游地点等要素[12].
 

旅游经济增长离不开旅游资源开发及社会相关行业产业发展的带动,
 

而旅游经济增长

的最直接体现就是旅游收入增加[13-15].
 

因此,
 

本研究初步选择出旅游资源子系统、
 

收入子系统及社会子系

统作为系统要素,
 

共同构成旅游经济增长系统.
旅游资源子系统中选取以下要素:

 

旅游景点数量、
 

景区绿化覆盖率、
 

景区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旅游景

点污染状况、
 

历史文化保护支出、
 

景区平均接待量、
 

空气质量、
 

景点噪音状况、
 

景区拥挤程度[16-18].
收入子系统中选取以下要素:

 

旅游收入、
 

景点接待人数、
 

国内生产总值、
 

财政支出、
 

旅游产业投资、
 

旅

游基础设施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旅游宣传投资、
 

旅游科研支出、
 

对外经济联系、
 

旅游产品创新、
 

旅游景点

游客认知度[19-21].
社会子系统中选取以下要素:

 

旅游业从业人数、
 

旅游业劳动报酬、
 

居民收入水平、
 

旅游企业营业收入、
 

旅游业人均报酬、
 

人口结构、
 

人均旅游消费[22-23].
2.2 要素研究原则

2.2.1 科学性原则

在对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内部动力机制的研究,
 

需要在分析旅游行业特点的基础上提取旅游经济增长

的影响因素,
 

厘清内部关系并从中筛选出核心要素[24].
 

因此,
 

对旅游经济增长核心影响要素的选取需要遵

循科学性原则,
 

保证其能够准确客观地反应出旅游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和动力作用机制[25].
2.2.2 定量指标为主原则

主要选取定量指标进行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研究,
 

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关统计年鉴、
 

公报及旅

游业数据库等,
 

并在此前提下确保数据资料的准确性,
 

为分析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和直观的衡量评定

依据,
 

提升政策建议的说服力[26-28].
2.2.3 可操作性原则

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复杂多样,
 

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因此在模型构建中需要考虑获取

相关资料的可行性,
 

不能简单直接地选取所有要素,
 

需要为数据选取和处理考虑,
 

简化模型,
 

提高仿真模

型的可操作性[29].
2.3 系统要素的识别

采用群组决策特征根法进行要素识别和筛选,
 

为要素选取提供具有科学性的依据.
 

通过这种方式对各

个要素进行评分排序,
 

按照排序结果筛选出更为重要的系统要素.
 

首先由专家S1,
 

S2,
 

…,
 

Sm 共同构成决

策群组,
 

以此对要素B1,
 

B2,
 

…,
 

Bn 进行评价,
 

构成评分结果矩阵X 如式(1)所示,
 

Xij 代表专家Si 对要

素Bj 的评分,
 

其中i=1,2,…,m,
 

j=1,2,…,n[26].

X=[Xij]m×n =

X11 X12 … X1n

X21 X22 … X2n
… … … …

Xm1 Xm2 … Xmn





















(1)

  由于专家决策并不总是可靠的,
 

会受到环境影响,
 

假设存在一个评分结果最正确的理想专家S*,
 

理想专家拥有与决策群组中各专家评分向量夹角之和最小的理想评分向量,
 

其评分向量X*∈En,
 

∀b=
(b1,

 

b2,
 

…,
 

bn)T∈En,
 

一般设‖b‖2=1,
 

因此X*是式(2)中函数取最大值的向量,
 

计算方式为:

max
b∈En ∑

m

i=1
 

(bTxi)2=∑
m

i=1
 

(xT
*xi)2 (2)

  进一步设矩阵F 为评分矩阵X 与其转置矩阵XT 的乘积,
 

即F=XTX,
 

求解矩阵F 的最大特征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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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运用幂法求解向量X*,
 

计算步骤为:
 

首先设定精确度ε,
 

当k=0时,
 

y0=
1
n
,

 1
n
,

 

…,
 1
n  

T

∈En,

y1=Fy0 (3)

z1=
y1

‖y1‖2
(4)

当k=1,2,…时,

yk+1=Fzk (5)

zk+1=
yk+1

‖yk+1‖2
(6)

  重复计算,
 

直至|zk→k+1|的值小于先前设定的精确度ε,
 

此时得出的zk+1 即为向量X*.

3 旅游经济增长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3.1 模型构建步骤

在系统动力学研究方法中,
 

研究对象被视为一个整体系统.
 

要研究系统内部要素的动力学作用机制,
 

首先就需要对外部环境和系统之间的界限进行明确划分,
 

然后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和计算机软件对要素关

系进行定性分析,
 

绘制存量流量图,
 

再设计出模型方程进行数据仿真实验,
 

并对模型进行定量研究,
 

最后

进行模型政策分析.
在定性分析步骤,

 

系统动力学通过分析系统内各要素的反馈回路来揭示系统的行为和功能,
 

预测系统

未来发展状况,
 

但反馈回路中的变量性质没有进行划分,
 

不能从中直接看出反馈过程中变量的积累,
 

因此

一般采用存量流量图对回路中的变量性质和积累状况做出进一步分析.
 

在存量流量图中,
 

一般包括反应系

统内某时间点变量运行结果的状态变量、
 

影响状态变量变化快慢的速率变量、
 

决定速率变量大小的辅助变

量、
 

辅助常量、
 

源及汇几个组成部分.
3.2 模型构建基础

采用Vensim
 

PLE软件进行回路图的绘制和仿真模型运行,
 

数据主要来源于统计年鉴及国家旅游局的

统计公报.
首先确定模型构建的目的,

 

旅游经济增长模型是为了研究旅游经济增长系统运行的内部机制,
 

探讨系

统内影响旅游经济增长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
 

以往的研究构建模型对系统未来趋势做出预测,
 

并以此提

出不同的政策效果仿真,
 

从而选择合适的政策方案,
 

提出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30-31].
明确模型的假设条件,

 

为保证实验仿真的连续性,
 

假设中国旅游经济增长主要受研究划分的系统内部

要素影响,
 

外部自然灾害和经济环境变化不对其产生影响;
 

假设景点接待的游客数不存在骤降骤升的季节

变化,
 

一年中每个月的接待人数均衡.
对模型边界进行划分,

 

将筛选出的关键要素划分到系统内部,
 

尽量缩小边界范围,
 

采用定性方式确

定系统边界,
 

对关键因素进行重点研究,
 

并将影响较小的要素划分到系统外.
 

在此原则下确立出系统建

模边界(表1).
表1 模型边界划分表

状态变量 速率变量 辅助变量

旅游业从业人数、
 

旅游收

入及旅游景点数量

从业人数增量、
 

旅游收入

增量、
 

旅游景点增量和减

量

旅游业从业人数增长率、
 

旅游业劳动报酬、
 

景点接待人数增

量、
 

景区污染指数、
 

国内生产总值、
 

旅游业人均报酬、
 

景点接

待人数增长率、
 

固定资产投资、
 

旅游产品创新指数、
 

居民收入

水平、
 

旅游科研财政支出、
 

景点基础设施游客影响因子、
 

旅游

企业营业收入、
 

人均旅游消费、
 

旅游景点拥挤程度、
 

景点旅游

宣传、
 

游客影响因子、
 

旅游产业投资率、
 

旅游就业指数、
 

上期

景点接待人数、
 

劳动报酬比例、
 

景点认知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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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型方程设计

采用2008-2017年的旅游业历史统计数据作为基础数据来源[32-33].
 

在对旅游经济增长系统内部各变

量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的基础上,
 

构建出模型系统动力学方程.
旅游收入TI=INTEG(旅游收入增量,

 

5
 

432) 单位:
 

亿元

旅游景点数量TAN =(旅游景点增量-旅游景点减少量,
 

2
 

536) 单位:
 

个

旅游业从业人数TPN =(从业人数增量,
 

260.325
 

4) 单位:
 

万人

财政收入=0.242
 

135×GDP-11
 

500 单位:
 

亿元

财政支出=财政收入×1.065
 

848+344 单位:
 

亿元

旅游业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旅游业投资率  单位:
 

亿元

旅游业劳动报酬=旅游企业营业收入×劳动报酬比例

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旅游产业投资×0.599
 

839+0.341
 

2 单位:
 

亿元

文化环境保护支出=财政支出×0.003
 

16+46.169
 

1 单位:
 

亿元

旅游收入增量=景点接待人数增量×人均旅游消费  
 

单位:
 

亿元

旅游科研财政支出=财政支出×0.001
 

803
 

25-2.593
 

2 单位:
 

亿元

4 旅游经济增长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实验分析

4.1 旅游经济增长率系统流图分析

在进行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前,
 

需要先对旅游经济增长率系统内部动力机制和各要素间的作用关系进

行分析.
 

本文在阅览大量学者文献的基础上,
 

根据模型建立的目的,
 

将前文中确立的3个子系统之间的相

互交叉作用融合为一个总体复合系统,
 

构建出旅游经济增长系统流程图(图1).

图1 系统流程图

在旅游资源子系统中,
 

状态变量是旅游景点数量(TAN),
 

其数量会随着旅游业发展而不断增加,
 

选

取这一变量反映我国旅游资源丰富度.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
 

旅游景点接待的人流量增加,
 

带动GDP
增长,

 

国家加大对旅游业的开发力度会促进旅游资源增多,
 

助推旅游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随着景点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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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
 

会出现环境污染等问题,
 

而旅游资源消耗速度加快,
 

又会影响和限制旅游资源增长,
 

阻碍旅游

经济发展.
在收入子系统中,

 

状态变量为旅游收入(TI),
 

是旅游经济增长的直接反应.
 

随着旅游业发展,
 

一方面

拉动了我国GDP增长,
 

帮助政府加大旅游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同时加大科研和宣传方面的投入,
 

提高旅

游景点的吸引力,
 

拉动旅游收入上涨;
 

另一方面,
 

旅游产业经济效益提升,
 

旅游业在居民群体中的认知度

不断上升,
 

促进了相关产业发展及游客增多,
 

拉动旅游收入增加.
在社会子系统中,

 

状态变量选择旅游业从业人数(TPN),
 

是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旅游产品质量优化及就

业岗位增多的表现.
 

随着旅游业发展和政府加大对旅游业的投资,
 

一方面旅游行业就业机会增多,
 

促进了

旅游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政府对旅游产业的投资增多,
 

旅游企业营业收入增加,
 

从业人员劳动报酬提高,
 

提升了旅游活动的接受度和认可度,
 

增加了旅游景点客流量,
 

促进了旅游经济增长.
 

旅游业从业人员劳动

报酬提高会促进社会总体收入水平提高,
 

用于旅游活动的消费力上升,
 

促进旅游经济增长.

4.2 实验仿真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旅游经济增长,
 

模拟未来发展趋势,
 

运用Vensim
 

PLE软件对系统中的各状态变量进

行仿真模拟,
 

各变量的仿真结果如图2、
 

图3、
 

图4所示.
分析图2中旅游资源子系统状态变量的仿真预测结果,

 

可以看出旅游景点数量持续增多,
 

但增速逐渐

变慢,
 

说明我国在旅游资源开发中不再过度消耗旅游资源,
 

更多地考虑环境承载能力,
 

对旅游资源的规划

更加合理.
 

由图3收入子系统的仿真结果可知,
 

旅游收入逐年上涨,
 

且增速加快,
 

表明我国旅游业发展状

况良好.
 

根据图4社会子系统的仿真结果可知,
 

旅游业就业人数持续平稳增多,
 

表明其为社会提供大量就

业机会,
 

促进旅游经济增长.

图2 旅游景点数量仿真预测 图3 旅游收入仿真预测

4.3 模型政策调控分析

为进一步探寻旅游经济增长系统的运行机理和发展模式,
 

本研究设计了4种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的政策

方案,
 

对系统动力学模型在不同政策下的模拟仿真状态进行分析.
 

4种方案分别为:
 

资源导向型政策,
 

在促

进旅游经济增长的旅游业发展过程中,
 

相比传统发展模式更注重对旅游资源和环境的保护,
 

具体措施是降

低景点平均接待量,
 

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中对于旅游资源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
 

收入导向型政策,
 

强调收入

子系统的作用,
 

将增加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和扩大旅游产业规模作为发展重点,
 

具体措施是提高旅游投资

率,
 

促进旅游收入快速增长;
 

社会导向型政策,
 

将社会就业等社会效益作为首要考虑项,
 

提高人们对旅游

活动的认同度,
 

具体措施是提高劳动报酬比例,
 

助推旅游业从业人数增加,
 

促进旅游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综合考虑型政策,
 

需要兼顾资源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实现均衡协调发展,
 

具体措施是在实验

仿真中对3个子系统的参数进行调节,
 

实现综合兼顾的旅游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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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政策调控运用到资源子系统中的仿真效果如图5所示,
 

可以看出社会和收入导向型政策下的景点数

量增加速度最慢,
 

甚至低于原有水平,
 

这是由于这两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景点自然文化资源的保

护,
 

更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长所致;
 

综合考虑政策下的景点数量增长速度最快,
 

这是由于将旅游收

入、
 

就业和资源保护同时考虑,
 

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
 

能够将更多的经济收入投入到资源保护中,
 

促进景

点良性发展的结果.

图4 旅游业从业人数仿真预测 图5 旅游资源子系统的政策调控仿真效果

  收入子系统政策调控后的模型仿真效果如图6所示,
 

分析图6中的信息可知,
 

社会导向型政策对旅游

收入的直接影响较小,
 

基本与原有线条重合;
 

而另外3种政策均对旅游收入的增长速度有促进作用,
 

其中

综合考虑型政策对旅游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强,
 

更有利于旅游经济发展.
社会子系统中的状态变量是旅游业从业人数,

 

通过调节部分参数实现政策模拟,
 

将政策调控运用到社

会子系统中的仿真效果如图7所示.
 

由图7可知,
 

旅游业的从业人数在采用旅游资源导向性政策时增速减

缓,
 

总数比原有水平更低.
 

采用社会、
 

收入及综合考虑型政策时从业人数都超过原有水平,
 

其中综合考虑

性政策的增长速度最快,
 

另外两种政策为从业人数增长带来的影响几乎持平,
 

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旅游业

收入增长会促进旅游企业发展,
 

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劳动报酬增加也会吸引人才进入旅游业市场,
 

促使

从业人数增多;
 

综合考虑型政策兼顾上述优势,
 

更有利于促进旅游业从业人员增加,
 

推动旅游产业发展和

旅游经济增长.

图6 收入子系统的政策调控仿真效果 图7 社会子系统的政策调控仿真效果

  综合几个子系统中的政策仿真结果可知,
 

实施综合考虑型政策最有利于促进旅游经济增长,
 

在增加旅

游收入的同时,
 

增加旅游业就业岗位,
 

合理可持续地开发旅游资源,
 

有利于旅游业的长期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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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旅游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
 

在旅游资源开发中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
 

根据旅游资源自身发展规律合

理规划开发计划,
 

避免过度开发造成资源消耗破坏,
 

控制客流量不超过旅游资源环境的承载范围,
 

建立环

境友好型旅游业发展模式.
 

运用宣传手段提升游客文明旅游意识,
 

减少游客带来的建筑破坏和环境污染,
 

对在旅游景点造成工业污染的企业进行严厉处罚,
 

完善旅游资源环境监督监控制度.
旅游企业应注重加强旅游产品的更新开发,

 

优化旅游产品质量,
 

根据不同地区特点构建合适的特色旅

游服务模式,
 

专注游客需求,
 

加大旅游景点基础设施建设.
 

旅游从业人员专业素质高低对旅游产业发展影

响巨大,
 

政府应加大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财政投入,
 

为旅游业发展输送具有职业道德、
 

文化修养及专

业知识储备的综合型人才.
 

加强旅游景点的宣传力度,
 

通过纪录片、
 

公益广告等方式提高景点知名度,
 

立

足于特色旅游产品,
 

通过国内外网络平台推广旅游产品.
 

开发入境旅游市场,
 

简化入境签证手续,
 

完善国

际航空线路,
 

与航空公司合作提供更为便利的交通航线条件,
 

吸引境外游客.
提高我国居民对旅游业的认知度,

 

增加本地居民对景区旅游产业的支持力度,
 

形成良好文明的旅游氛

围,
 

健全监督措施,
 

杜绝“宰客”现象,
 

树立诚信经营意识,
 

吸引更多居民从事旅游行业,
 

解决当地居民就业

问题,
 

带动经济发展,
 

提高生活水平,
 

构建和谐的社会氛围,
 

提升游客满意度.
建立健全的管理机制,

 

完善旅游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推出旅游资源环境污染的惩罚监管措施,
 

促进

旅游企业规范运行,
 

加强旅游市场监督管理,
 

明确旅游相关部门权责划分,
 

为游客提供顺畅的维权通

道,
 

提高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和素质,
 

借鉴发达国家旅游市场监管经验,
 

促进旅游市场法制化

和规范化.

5 结论

本文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首先对旅游经济增长系统内部的要

素进行筛选和分析,
 

根据模型构建的目的和假设及相关文献,
 

将要素划分为旅游资源、
 

收入和社会3个

子系统;
 

其次分析要素之间的反馈交流网络,
 

根据各要素间和系统间的逻辑关系建立流程图,
 

设计变量

之间的方程关系,
 

构建出旅游经济增长系统动力学模型.
 

采用电脑软件在3个子系统内部提取状态变量

分别进行模型仿真实验,
 

进一步提出几种不同的政策调控措施,
 

实验结果证明综合考虑型政策最有利于

旅游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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