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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旅游产业的迅猛发展，区域旅游产业发展及其绩效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差异性
，因此，认识与研究旅游产业潜力和竞争力不仅有助于识别影响我国区域旅游产业发展差异的因素及
其内在机制，而且有助于探索促进我国旅游产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具体路径，对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冯学钢、杨勇、于秋阳编写的《中国旅游产业潜力和竞争力研究》着眼于旅游产业发展的多元化维度
，通过回顾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旅游产业竞争力的研究文献，厘清旅游产业潜力和竞争力基础的关系
，将其纳入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旅游产业潜力支持、竞争行为和竞争绩效等方面通过构建适当的
测度体系对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进行实证评价，以全面而客观地衡量出旅游产业发展的质量，并提出
了提升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设。

《中国旅游产业潜力和竞争力研究》的读者对象包括旅游产业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界运营者和
政府决策、咨询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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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勇，男，1974年2月生于山东东平，1993－1997年间就读于山东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2
－2005年间就读于复旦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教师。

近年来，杨勇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史学月刊》、《世界经济文汇》等期
刊上公开发表论文十数篇，其著作《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合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0
月）及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曾分获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奖著作“一
等奖”、论文“二等奖”。

冯学铜，男，汉族，1962年出生，南京大学博士毕业，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兼旅游规划与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和国际旅游经济研究。

曾在《旅游学刊》《旅游科学》《自然资源学报》《世界经济研究》《上海经济研究》《经济地理》
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出版著作2部，主编高等院校旅游教材1套，主译《公司活动项目管理
》1部，编著“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精品教材《旅游地理学》1部(高等教
育出版社)。

承担各类研究课题30多项，其中国家级、省部级纵向课题5项，横向课题包括省、市等尺度的旅游产业
发展规划，涉及青海、辽宁、安徽、山东、浙江、云南、新疆等地。
通过国家级、省级评审的各类规划项目和研究报告20项。
目前主持的在研项目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中国旅游业发展潜力与竞争力研究(06BJYO99)”。

1981年出生，经济学博士，2009年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赴美国访学一年，现
任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产业经济、旅游规划与目的地可持续发展。
已在《社会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旅游学刊》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
篇，正在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铁时代区域旅游产业要素配置研究”，并已主持完成上
海旅游局、上海市教委“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等多项课题项目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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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中国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形成的内在机制旅游产业潜力与综合竞争力布局基本呈现出空间趋
同的态势，但是，中国旅游产业潜力与综合竞争力的区域差异不仅表现为结果差异，而且表现为过程
差异。
从动态角度以及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形成的角度来看，旅游产业竞争绩效构成了旅游产业发展的现实
表现，旅游产业竞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旅游产业内在发展维度则构成了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形成的
发展性支撑因素，这具体表现为技术效率、产业聚集以及结构转换等维度。
　　就技术效率而言，本书着眼于我国旅游企业劳动生产率区域不均衡现象，借助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形式的随机前沿面板模型，对旅游企业技术效率区域差异假说和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
明：东、中、西部旅游企业技术效率存在的显著差异，是造成我国旅游企业劳动生产率差异的重要原
因，即企业间效率的差距影响了旅游产业的整体表现，也构成了旅游产业竞争力形成的潜在动力。
通过对各省旅游企业历年技术效率数值的分析，可以看出，同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区域特征吻合，东部
省份旅游企业技术效率显著高于中西部，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中西部地区旅游企业平均技术效率呈下
降趋势，三大地区旅游企业技术效率的相对差距也随之扩大。
由此可见，旅游企业的技术效率差异构成了我国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区域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就产业聚集而言，随着旅游产业聚集现象的出现，旅游产业聚集已经成为旅游产业资源优化配置
的一种表现和实现机制，并且在旅游企业及其效率作为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微观载体
基础之上，旅游产业聚集所表现出来的产业聚集结构和相关行为成为旅游产业竞争力内在基础和现实
表现之间的重要过渡性机制和纽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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