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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2000年，是中国旅游业突飞猛进的一年，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增长，更体现在市场的
发育上，最终促成发展质量的提高。
数量是会因为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波动的，但发展质量的提高则预示着真正的前景。
形势越热，热点问题就越多；大家对热点问题越关注，就越希望能够从深层次探讨。
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发展的促进因素。
作为一个多年的旅游工作者，我始终对现实问题保持着敏感，同时保持着浓厚的研究兴趣，这既是工
作本身的要求，也是学者研究问题的需要。
因此，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格外留意热点问题，也努力在行业中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些问题。
一年时间下来，就有了现在的这本书。
　　本书借用了近日流行的一个外来语——swot，这是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即：S—strength（优势）
；W　weakness（劣势）；O—opportunity（机遇）；T—threat（威胁）。
这个词是近几年在旅游规划中引入的新概念，在此借用过来，一方面是为了吸引一点注意力，另一方
面，则是因为书中所关注的是旅游发展中的热点问题，都涉及到对优势、劣势和机遇、挑战的分析，
完全可以对应这一概念。
这些问题，不仅是旅游领域自身的问题，也是宏观经济的普遍问题在旅游领域的折射和具体反映。
因此，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很难就事论事，而必须在这一大背景下进行。
这又不是理论性的探讨，虽然需要相应的理论基础，但大体还是实证分析。
在这一过程中，我也格外感觉到由于理论积淀的不足所带来的分析的不足。
只不过由于所探讨的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所以还可以拿出来，供大家参考。
　　本书各部分形成的过程，基本上是在各地出差中，根据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的探讨。
在方法上，一种是先归纳问题，再进行讲述；另一种是现场提问，即兴讨论。
前者系统一点，后者则活泼一些。
因为探讨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所以采取了实录的方式，在删除了一些重复的内容之外，基本上按
照原貌留存，自然也保留了许多口语化的痕迹。
这样一是有助于使大家了解行业中主要在关注什么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关注；二是可以使文字好读
一些，不至于太枯燥；三是所提出的问题本身也形成了一个系列和一个结构，其中各类问题的比重既
反映了行业现状，也反映了不同方面对问题的关注和认识程度。
比如，书中有关饭店方面的问题的比重很大，问题也很具体；又如，学生们的提问比较分散，而记者
们的提问则较有深度。
其中，最有意思的大概是两次网上的问答，无中心，无拘束，问的散漫，答的随意。
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时时感到有所收获，也颇有意思。
　　因为是探讨，所以很多问题没有结论。
一些事物本身并不成熟，好像也不需要结论，发展的过程就是探讨的过程，这恰恰反映了事物的复杂
性。
另一方面，也因为是探讨，所以其中的观点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不涉及其他。
如有不对的地方，继续探讨就是了。
同时，因为是想到就说，一些数据不够准确，一些案例也可能有记忆模糊或错位之处。
按理来说，从对读者负责的角度出发，应当一一订正。
但因为是实录，错讹也是在所难免的。
其中有价值的，也许正是在讨论的碰撞中进发出的火花。
　　承蒙中国旅游出版社的编辑付蓉女士的不辞辛苦，使这一堆散乱的文字得以成型。
好的编辑是第二作者，而差的编辑则是第一杀手。
我愿把付蓉引为第二作者，并表示感谢。
同时，也要感谢中国旅游学院的研究生胡倚林，帮助我做了一些辅助工作。
当然，最需要感谢的还是参加各类研讨的人士，没有大家积极提出问题和介人研讨，也就没有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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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世。
　　魏小安　　2001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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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借用了近日流行的一个外来语——swot，这是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这个词是近几年在旅游规划
中引入的新概念，在此借用过来，一方面是为了吸引一点注意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书中所关注的
是旅游发展中的热点问题，都涉及到对优势，劣势和机遇、挑战的分析，完全可以对应这一概念。
这些问题，不仅是旅游领域自身的问题，也是宏观经济的普遍问题在旅游领域的折射和具体反映。
因此，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很难就事论事，而必须在这一大背景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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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记者：我们了解到，旅游企业包括饭店、景点、旅行社等，有具体问题、难题问到您时，您都
能细致、周到地为其排忧解难，具有很强的服务意识和服务精神。
对此，您是如何考虑的?作为旅游行业管理部门，在其政府职能转换中，是否也应融入并体现出这种为
行业、为企业的服务意识和服务精神?    我是从基层摸爬滚打出来的。
16岁当工人，在工厂工作了9年，后来又经商，做了两年。
对基层，我不可能没有感情，对基层的情况也不可能不关注，这是一种天然的情感。
虽然旅游企业我没有直接干过，但企业管理中有些东西是相通的。
在工厂时，我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一个产品，一个工作现场，我扫一眼，马上就知道有什么问题。
旅游企业也是一样，只不过需要情况更熟悉一点，看的东西更多一些、更深一些。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你是不是关注企业，从企业的角度来想问题。
之所以我在管理司挨骂挨得少，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人家找我谈事情，只要符合政策，没二话，积极办，即使办不成，也想方设法给人解释清楚为什么办
不成，同时还为他出主意，争取能办成。
这样，实在没有办成，人家也能理解。
在这方面，我跟司里的其他同志也讲得很清楚：“你们其他的错我能容忍，可是，地方和企业来人办
事，你们在这儿摆官架子我不能容忍”。
处在有点权力的位子上，时间长了人就容易模糊，就不知道别人是在尊重他还是在尊重这个位子。
由于我的这种人生经历，我在考虑问题时对基层也更为关注。
所以与企业人士谈，总谈到企业关注的话题。
由于人家关注的问题总是你关注的问题，你谈的话题又总是大家关注的话题，因此，大家愿意跟你说
。
实际上，站在宏观管理者的角度，一层一层地往下想，哪一层关注什么问题会很自然地集中到一起，
很自然地就会形成一些宏观的看法。
    至于政府职能转换的问题，目前还很难，难就难在观念上。
大家很难抛掉早已习惯了的传统的管理观念和管理手段。
机构改革、政企脱钩，包括协会的调整，中央这几步棋一步比一步紧，逼着政府机构的职能不得不转
换，无所事事就要取消你这个机构。
但这种政府职能的转换确实比较难，原来习惯的那套方式不行了，新的方式又认识不到，悟不出来。
在这个时代，许多新的东西需要创造，如果没有对事物的深刻认识，就创造不出来。
就职能转换来说，肯定是管理性的内容越来越少，尤其是微观管理的内容会越来越少，而宏观的管理
将要加强。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要行政管理手段了。
政府管理的基本手段就是行政手段，没有行政管理手段不行，其中之关键是要明确应该管什么事。
原来有一句话评价各部委的负责人，“九分精力管脚下，一分精力管天下”。
作为部长，应该用十分精力去管天下，可实际上做不到，因为各部委还有自己的一些直属企业、事业
单位要管，管自己脚下花的精力、时间多，这个部委的行业职能相应地就大大削弱了。
管脚下花的精力多，这个部委的工作就不称职。
不该管、管不好的事都在管，而该管又能够管好的事反而不管。
所以，国务院的机构改革、转变职能的决定是非常英明的，但从目前来看，想三下五除二地彻底改变
过来还不太可能，这需要一个过程。
现在宏观管理还有些扭曲的状态，表面上看都到位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到位，没有到位的关键就是
职能没有到位。
我认为，政府职能的真正转换还得经过两代人的努力。
    十二月份  全国旅游发展工作会议紧锣密鼓地筹备，这是16年来国务院第一次召开旅游会议。
层次高，规模大，以发展为主题，由国家计委和国家旅游局共同筹备，这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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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备过程中，钱其琛副总理专门听取汇报，一项项研究，高度重视。
国务院办公厅开了3次会，协调意见和进度。
在起草国务院文件的过程中，召开了4次座谈会，全面深入征求意见。
这次会议，是世纪开篇的关键会议，体现了重视，体现了发展，体现了促进。
    2001年年初，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旅游发展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继1986年之后的又一次高层会议。
这次会议的定位是旅游发展工作，前提是发展，主导思想是加快。
这次会议最终形成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通知》的文件，它表明了国务院对于旅游
业的新认识，同时出台了一些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公平政策。
这以后，国家旅游局和各级地方政府分别召开旅游工作会议，进一步落实国务院文件中的各项政策。
    这么说下来，2000年真是月月都有新东西，月月都有新突破，总体来说是步步高。
有些工作是在计划之中的，是有意识的；而有些工作是被形势所促的，所以也真正体会到形势比人强
。
比如，国务院46号文件，从开始酝酿到出台只有1个月的时间，充分体现出了国务院对发展旅游业的重
视。
现在类似这样的方方面面的事情有不少。
2000年三月份的人大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4次提到旅游：一次是从扩大内需的角
度，一次是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一次是从改革开放的角度，还有一次是从禁止公费旅游的角度。
总理工作报告里这么大的力度提到旅游，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里也3次提到旅游。
这都反映了高层决策者对旅游业的关注。
    二、新特点：全面升温  寻求创新    进入2000年以来，旅游形势可以说是一派大好。
客观地来看，应该说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旅游业确实有重大的影响。
1997年算总账时，旅游业还是一个增长的账，但是外国旅游者人数是一个负增长，下降了4％。
从旅游业的角度来说，1998年我们主要是克服金融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的影响基本上一年
就过去了。
1999年的增长不是一种恢复性的增长，而是实质性的增长。
从2000年来看，形势应该说比任何时候都要好，这种好不仅反映在旅游业的增长指标上，还反映在我
们的工作形势上。
总体说有这么几个特点：    1.全面升温    全面升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地域均衡发展。
20世纪80年代，在各地旅游业的发展中，旅游热点、温点和冷点的概念非常突出，走到哪里首先是这
个说法，这也是对旅游地的一个定位。
现在，这一概念已经基本上不成立了。
2000年总体来看，是冷的变温、温的变热、热的更热。
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市场更加均衡了，而且这里面做工作的余地更大了。
按照原来的观念，搞旅游的先决条件是要有好的资源，因此，不像工业、农业、商业那样，不是每个
地方都可以摘旅游。
这也是有些人认为旅游业不可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重要理由之一。
但随着实践的发展，旅游资源观拓展了，旅游市场观也拓展了，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形成
了地域均衡发展的非常突出的特点。
    二是时间均衡。
原来一讲就是淡季、平季和旺季，现在一是淡季不淡，旺季更旺。
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时间不均衡的规律是必然的。
但总体来看，均衡度大为提高。
另一方面是旺季和淡季的转换。
比如哈尔滨，原来一首《太阳岛上》，唱出了市场，唱热了夏天。
后来经过多年冰雪旅游的开发，冬季变成了真正的旅游旺季，也变成了全国的旅游热点。
   第三个特点，旅游业相对来说还算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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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总体来说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其中饭店行业大体上算是资金密集型产业，经过多年的发
展，从供给总量上说，现在已经达到了供求关系非常宽松的状态。
所以，资金密集这一块对饭店来说冲击不会太大。
旅行社业基本上是一个人才密集、知识密集型的行业，也不怕冲击。
现在一批中外合资旅行社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批中外合资旅行社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本土化的问题
。
有一些外方的总经理按他在国外做旅行社的那套思路在中国做旅行社，结果做不下来，这个行业还得
靠中国人自己来做。
旅游工艺品、纪念品，包括其他的旅游商品制造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总体来说，旅游业是集资金密集、人才密集、劳动密集于一身的，但是劳动密集占的成分相对更大。
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越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越不怕开放，因为劳动密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
所在。
可见，旅游业有很多的优势，资源的垄断性再加上劳动密集型，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对我们的发展只有
好处没有坏处。
    第三个问题，对旅游业各个行业的具体分析。
    饭店行业  饭店行业现在已经很开放了，再进一步开放也不过还是如此。
现在，大的国际饭店管理公司已经在大举进入中国了，这种进入已经许多年了。
1994年，我们专门在大连开了一个饭店管理公司的研讨会。
当时研讨的主题就是外国饭店管理公司可进入中国饭店业领域，我们应该怎么办?得出的结论就是：我
们与人家相比有不小的差距，所以必须要开放。
在外国饭店管理公司进入中国饭店业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没有设置任何政策性的障碍，没有设置任何
门槛。
我们制定《饭店管理公司管理办法》时曾经想设置一点门槛，但思来想去，原来就没有门槛，现在再
设难度太大，而且也没有必要。
所以，到现在为止也没有门槛。
这么多年没门槛，外国饭店管理公司大举入侵也没有侵入到什么程度。
因为这里面不光是一个政策的问题，还有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有一个市场发育程度的问题。
市场发育不成熟，即使外国饭店管理公司大举入侵，他们也运转不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对我们有挑战、有压力，但这种挑战和压力不是来自世界贸易组
织，而是来自于我们自身。
    旅行社行业  应该说人世之后，旅行社行业面临的冲击会更大一些。
我们现在承诺的旅行社对外开放大体上是这么几步：第一步要扩大中外合资旅行社的范围。
原来我们是想选几个城市做试点，现在看起来各地都需要，试点的范围要扩大。
此外，还要降低门槛，现在设置的门槛太高。
第二步就是外资旅行社控股。
第三步就是独资兴办外资旅行社，而且要采用网络化发展。
这三步走下来就是8年的时间。
这里仍然存在这个问题，独资的外资旅行社可以在中国办起来，但面临的这个社会环境让它很难运转
下去。
所以，政策可以放开到这一步，但是客观来说，独资的外资旅行社做不到这一步，而且这里面我们还
有一个底线，就是外资旅行社不能经营中国公民出境游业务，即使是合资旅行社也不能经营这个业务
。
他们的经营范围就两个方面，其一是入境旅游，其二是国内旅游。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热点问题实说>>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2000年，是中国旅游业突飞猛进的一年，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增长，更体现在市场的发育上，
最终促成发展质量的提高。
数量是会因为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波动的，但发展质量的提高则预示着真正的前景。
形势越热，热点问题就越多；大家对热点问题越关注，就越希望能够从深层次探讨。
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发展的促进因素。
作为一个多年的旅游工作者，我始终对现实问题保持着敏感，同时保持着浓厚的研究兴趣，这既是工
作本身的要求，也是学者研究问题的需要。
因此，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格外留意热点问题，也努力在行业中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些问题。
一年时间下来，就有了现在的这本书。
    本书借用了近日流行的一个外来语——swot，这是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即：S—strength(优势)；W 
weakness(劣势)；O—opportunity(机遇)；T—threat(威胁)。
这个词是近几年在旅游规划中引入的新概念，在此借用过来，一方面是为了吸引一点注意力，另一方
面，则是因为书中所关注的是旅游发展中的热点问题，都涉及到对优势、劣势和机遇、挑战的分析，
完全可以对应这一概念。
这些问题，不仅是旅游领域自身的问题，也是宏观经济的普遍问题在旅游领域的折射和具体反映。
因此，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很难就事论事，而必须在这一大背景下进行。
这又不是理论性的探讨，虽然需要相应的理论基础，但大体还是实证分析。
在这一过程中，我也格外感觉到由于理论积淀的不足所带来的分析的不足。
只不过由于所探讨的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所以还可以拿出来，供大家参考。
    本书各部分形成的过程，基本上是在各地出差中，根据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的探讨。
在方法上，一种是先归纳问题，再进行讲述；另一种是现场提问，即兴讨论。
前者系统一点，后者则活泼一些。
因为探讨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所以采取了实录的方式，在删除了一些重复的内容之外，基本上按
照原貌留存，自然也保留了许多口语化的痕迹。
这样一是有助于使大家了解行业中主要在关注什么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关注；二是可以使文字好读
一些，不至于太枯燥；三是所提出的问题本身也形成了一个系列和一个结构，其中各类问题的比重既
反映了行业现状，也反映了不同方面对问题的关注和认识程度。
比如，书中有关饭店方面的问题的比重很大，问题也很具体；又如，学生们的提问比较分散，而记者
们的提问则较有深度。
其中，最有意思的大概是两次网上的问答，无中心，无拘束，问的散漫，答的随意。
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时时感到有所收获，也颇有意思。
    因为是探讨，所以很多问题没有结论。
一些事物本身并不成熟，好像也不需要结论，发展的过程就是探讨的过程，这恰恰反映了事物的复杂
性。
另一方面，也因为是探讨，所以其中的观点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不涉及其他。
如有不对的地方，继续探讨就是了。
同时，因为是想到就说，一些数据不够准确，一些案例也可能有记忆模糊或错位之处。
按理来说，从对读者负责的角度出发，应当一一订正。
但因为是实录，错讹也是在所难免的。
其中有价值的，也许正是在讨论的碰撞中进发出的火花。
    承蒙中国旅游出版社的编辑付蓉女士的不辞辛苦，使这一堆散乱的文字得以成型。
好的编辑是第二作者，而差的编辑则是第一杀手。
我愿把付蓉引为第二作者，并表示感谢。
同时，也要感谢中国旅游学院的研究生胡倚林，帮助我做了一些辅助工作。
当然，最需要感谢的还是参加各类研讨的人士，没有大家积极提出问题和介人研讨，也就没有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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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世。
    魏小安    2001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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