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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成果的梳理,既能为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学术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也能更好

地指导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以“旅游高质量发展”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词,在CNKI期刊数据库进行主题检

索(截至2022年11月19日),结果表明:我国关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集中在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水平评价、驱动因素、发展路径等方面.今后应加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构建及评价方法、不同地域范围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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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combingtheresearchresultsoftourismhigh-qualitydevelopmentcannotonlylayatheoreti-
calfoundationfortheacademic,butalsoguid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ourismbetter.Searching
onthethemeof“high-qualitytourismdevelopment”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ourism”inthe
CNKIjournaldatabase(uptoNovember19,2022),theresultsshowedthat:theresearchonhigh-quality
tourismdevelopmentinChinawasattheinitialstage,andtheresearchcontentmainlyfocusesonthecon-
cept,levelevaluation,drivingfactors,developmentpath,etc.ofhigh-qualitytourismdevelopment.Inthe
future,weshouldstrengthentheresearchofbasictheory,theconstructionofevaluationindicatorsand
methods,andtheempiricalstudyonhigh-qualitytourismdevelopmentindifferent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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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学

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旅游业是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1].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

支柱产业,旅游业发展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2],受到旅游业界的高度重视.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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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门印发了《关于深化“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中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一条主线贯

穿始终.在国家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的指引下,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核

心主题,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主题,相关研究成果呈爆发式增长[3].对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已有文献进行梳理,有利于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能更有效地指导我国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工作.
目前,我国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概念;二是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评价;三是某类型、某景区的旅游高质量发展,如乡村旅游[4-6]、红色旅游[7]、生态旅游[8]、体育旅

游[9]、海洋旅游[10]、旅游度假区[11]、山地景区[12]等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旅游经济发展质量主体是旅游业发

展质量[13],因此,本文只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词,在CNKI期刊数据库进行主题检索,截至2022年11月19日,共检

索到242篇文献(图1).从图1可见,2017年高质量提出前,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文献极少,共6篇;但

2018年后发表的文献呈快速增长态势.

图1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文献年度分布(2000-2022年)
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形成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核心文献的关键词聚类共现图谱(图2).

图2 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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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2可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热点主要围绕旅游业、旅游产业、高质量、旅游厕所、耦合协调、

数字经济、乡村旅游、提升改造等展开.

1 研究的主要内容

1.1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概念是从高质量发展概念衍生而来的,高质量发展在我国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学术界至今未形成统一的观点.因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还处于探讨之中,研究者主要借鉴高质量

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从经济学、新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等视角,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内涵进行阐释,形成

了不同的观点.

1)旅游质量说.何建民[14]参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支持委员会对旅游产品质量的定义,将我国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系统定义为旅游活动利益相关者及其追求的各自利益与资源、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相

和谐的合法(合理)的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体.

2)旅游效率说.旅游高质量发展是指旅游效率增长趋于稳定,区域间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实现

绿色发展,让旅游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5].

3)旅游需求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以旅游者为本的新发展[16],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就是能满足人民群

众美好旅游生活需求的发展[17].

4)新发展理念说.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贯彻新发展理念[18],因此,大部分研究者从新发展理念来

定义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认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应由创新驱动发展系统、协调发展系统、绿色发展

系统、开放系统、共享系统构成[19-20];刘雨婧等[21]认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至少应包括供需水平升

级、创新驱动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经济高效稳定、民生质量提升5个维度.

5)发展模式说.有研究者认为[22],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一种新时代背景下旅游业发展的新模式,是对

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效率、产业结构等多方面发展结果的综合衡量.周晋名[23]认为,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是在保持旅游业一定增长速度条件下,凭借提升旅游业的发展质量稳步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的一种可持续

的旅游发展模式;廖军华等[24]认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指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对美好旅游的

需要为发展目标,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新发展理念,产业向高效优质方向发展,达到经济、社会与

生态相协调的旅游业发展模式;罗新颖[25]认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在新发展理念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

背景下的新发展方向,是具备高质量、高效率、高稳定性旅游供给、坚实稳固的地方与环境支撑、具有持续

性旅游需求及高经济社会效益的新时代旅游业发展模式.

6)综合说.研究者综合了各派的观点,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阐释.如胡静等[26]基于经济

产业与经济效益视角,提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旅游业作为经济产业和社会事业的协同发展,是效率与

公平的有机结合,其核心要义是“供给的有效性”和“发展的公平性”.刘英基等[27]认为,旅游经济发展质

量是旅游业发展水平、市场竞争力及利益相关者满足程度的综合反映;黄震方等[18]认为,新发展格局是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标志,应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来深刻理解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王兆

峰[1]认为,旅游高质量发展内涵包括产业效率、综合效应、协调平衡、游客满意四个方面;戴学锋等[28]

认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在发展目标上应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理念上要具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理念,在发展模式上应全面深化改革,在发展形势上应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在发展格局

上应形成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在空间布局上能解决区域间、城乡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旅游高质量发展具体表现为旅游产品和服务的高质量、旅游者的高质量、旅游业治理体系的高质量、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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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治理能力的高质量.

1.2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

1.2.1 评价指标

由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概念的认识不一,研究者从不同视角构建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

体系.

1)从旅游业效率和结构视角构建.王松茂等[29]从旅游资源转换效率视角构建以“效率”为核心的高

质量增长评价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18个重点省份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时空演变进行了研究;王兆

峰等[30]构建了包括产业转型、产业运行和产业共享3个维度的旅游业高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刘英基

等[27]从经济效率、产业结构和环境质量3个维度构建旅游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指标体系;徐爱萍[22]从经

营效率质量、市场结构质量、经济运行质量和社会可持续发展4个维度构建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

标体系.

2)从新发展理念视角构建.新发展理念成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石和主流维

度,多数学者[19,21-22,31-34]从新发展理念出发来构建指标,对某区域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评价,但在二级

指标构建上,研究者的认识还存在差异,指标选取不一.部分研究者在新发展理念上,还补充了其他维度的

指标,如唐业喜等[35]补充了有效维度的指标,阎友兵等[36]补充了产业发展活力和有效发展2个维度的

指标.

3)从生态文明视角构建.龙志等[37]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构建了涵盖旅游环境质量、旅游资源质量、旅

游服务质量、旅游吸引能力4个方面的指标体系.

4)从可持续发展视角构建.郭鑫等[38]从可持续发展视角,构建了涵盖旅游经济效率、旅游产业结构、

旅游环境质量3个维度的评价指标.

5)从供给视角构建.罗新颖[25]虽然构建了涵盖核心供给、辅助供给、地方与环境支撑、旅游效应、旅

游需求五个方面的指标体系,但他认为目的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求目的地具有稳定、完善、高效和

高品质的旅游供给,故供给指标在其指标体系中占据主体.

6)综合视角.研究者综合各个方面构建指标,如吴秋盈等[39]构建了涵盖旅游吸引力、旅游综合接待能

力、创新生产能力、发展效益、公众幸福感5项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刘雨婧等[21]从旅游业供需水平、创新驱动、生态文明、经济高效和民生质量5个维度构建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1.2.2 评价方法

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评方法上,绝大多数研究采用熵值法或熵权TOPSIS法[20,31-33,36,38-39],少数

研究采用综合指数法或综合测度法、综合评价法[16,23,39]、主成分分析法[40]、AHP-模糊综合评价法[25].

1.2.3 研究尺度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研究尺度涉及我国宏观、中观、微观区域.一是国家层面[16,20,23,25,31,32,36,39];

二是区域层面,如“一带一路”沿线省份[29]、大运河文化带[41]、黄河流域[19,42-44]、长江经济带[33,45]、长三

角[22]、环长株潭城市群[30]等;三是省级层面,如江苏[46]、江西[47]、福建[48]、湖南[35]、广东[49]、山东[50]等;

四是城市层面,如唐山[51]、张家界[52];五是微观景区层面,如涠洲岛[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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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

序号 驱动因素 作用机理 参考文献

1 旅游资源禀赋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旅游资源转换效率影响旅游业的综
合收入,提升旅游资源转换效率是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52][29]

2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GDP、人力投入、政府投入、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均对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积极作用

[23]

3 旅游供需
旅游供给和旅游需求在彼此协调的过程中对旅游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
正向的影响

[54]

4 旅游公共服务 旅游公共服务对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起着促进作用 [34]

5 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数字技术是引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字技术提
升旅游产业效率,促进旅游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旅游商业模式创新;数字
经济时代,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应重点关注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数
字安全和旅游科技创新

[55-60]

6 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为提升旅游经济发展质量提供了调节作用和驱动力 [27,61]

7 政策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沿线省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其
影响主要通过优化产业环境、加大旅游投资、丰富旅游产品和便捷交通网
络的双向促进作用等路径予以实现

[62]

8 环境治理水平 环境治理对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正向影响 [16]

9 要素结构变动 要素结构变动为旅游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提供了基础条件和原动力 [27]

1.3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

研究者采取定性和定量的方法,从单个和综合因素探讨了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这些因

素包括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旅游供需、旅游公共服务、科技创新、政策效应、环境治

理水平(表1)等.
此外,马波等[63]以旅游性价比为中心,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机理进行研究,认为在未来一段时

期内,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将表现为产品品质竞争和价格竞争的并存并重.
1.4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路径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文旅融合、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发展全

域旅游、优化生态环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支持、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开放等,都被认为有助于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
侯兵等[64]提出,在高质量发展理念下,要加快文旅产业从被动融合到主动融合、由浅层次融合向深层

次融合的转变;郑憩[65]提出完善政策体系、加快文旅 “新基建”、扩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等路径;张洪

昌[61]提出,实现新时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要围绕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工具和

治理机制等进行制度创新;戴学锋等[28]认为,全域旅游实质是保障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安

排;任洁[66]基于“双碳”目标视角,提出通过政策引领,推进旅游业零碳战略转型,产业升级促进旅游业绿

色经济增长,科技创新推动旅游业低碳绿色发展,从而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王兆峰[1]基于“双循环”背
景,提出通过优化旅游供给、促进文旅融合、现代科技赋能、深入开发入境旅游市场以及扩大开放等路径,

加快培育完整的旅游内需体系,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黄震方等[18]基于旅游新发展格局,提出从政策扶

持、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宣传推广、产业融合、科技赋能、质量提升、区域协同、扩大开放等方面,构建旅

游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推动机制;唐任伍等[67]提出发展高质量旅游业的路径“五新”,即开拓旅游市场新主

体,注入旅游产业发展新元素,集聚乡村旅游发展新业态,塑造旅游产品新品牌,创新旅游开发治理新模

式;廖军华等[24]提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应从创新旅游开发理念、构建特色产业化发展体系、提高品牌建

设能力、加强旅游运营管理、强化旅游人才保障等方面综合施策,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耿松涛

等[68]设计了4条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发挥政策优势,强化文旅融合;坚持创新引领,优化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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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消费需求,提升品质供给;注重生态保护,改善人居环境.张鹏杨等[69]提出,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需多方主体参与协作,旅游目的地应强化政策协同、推进协同治理、深化文旅融合;旅游企业应紧跟数字

旅游发展,树立优质旅游和品牌化理念;旅游市场应对接需求变化、创新营销方式,构建数字旅游新发展

格局.金准[70]提出要解决旅游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以效率提升为突破口,建立高效均衡的发

展机制,全面提升产业运行质量,其核心是市场化的产业运行机制,高流动的基本要素体系,双牵引的产

业动力机制,快替代的综合升级机制,稳健化的均衡发展机制.

1.5 其他

个别研究者还对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失配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城镇化的协同等进行了探索.张

新成等[19]、李志远等[33]分别对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失配度的时空格局及

成因进行了分析;郭鑫等[38]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我国30个省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城镇化的耦合协

调度,并通过自回归模型探究了二者的交互响应.

2 述评与展望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概念从2018年出现至今仅有4年多时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

域,由于它事关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战略,国内研究者倾注了大量精力,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阐释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对我国及其多个区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分析了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设计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由于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还处

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成果比较零碎、不成体系,不能满足我国旅游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今后,应着重对以

下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1)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阐释.当前,学术界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众说纷纭,对如何界定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厘清“高质量”和“质量”“效率”的差异,厘清“旅游”“旅游业”“旅游景区”等维度,

尚未形成合理的理论解释.今后,应加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驱动因素、发展路径等方面的系统

理论研究,为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
2)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化.科学评价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基础,现有关于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方案众多,但指标构建逻辑、具体评价指标选取仍存在主观偏差,未来应进一

步厘清理论逻辑,形成共识.
3)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方法的选择.绝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熵值法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

评,方法比较单一.今后可借鉴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采用多

样化的评价方法对旅游业高质量进行测评.
4)不同地域范围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现有研究从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尺度对我国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水平进行测评,但研究区域偏少,并且缺乏对不同区域间的比较.未来应加强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研究区域的多样化及其区域间差异的对比研究.
5)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研究者虽然提出了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各种路径,但系统性不

足,可操作性不强.未来应及时总结提炼各地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成果经验,结合理论创新,形成针对不同场

域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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