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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欣闻日本学者德村志成君撰写的《中国国际旅游发展战略研究——日本客源市场》即将
付梓出版，我谨表示诚挚的祝贺！
　　德村君长期从事中日旅游发展的研究。
近年来，他结合其博士论文研究以及我领导的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承担的旅游发展规划任
务，对中国旅游发展现状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如《中国旅游
开发研究》（1997年）、《天柱山风景名胜区的开发策略》（1998年）、《试论集团大饭店的经营改
善策略》（1999年）、《吉林省旅游发展与长白山旅游资源开发之研究》（2000年）、《江苏省旅游
发展之研究》（2000年）、《贵州省旅游发展之研究》（2000年）、《关于洛阳旅游产品营销之研究
》（2001年）、《九十年代日本旅游产品价格对出国增长率的影响》（2001年）、《日本温泉与旅游
发展之研究——漳州地区温泉发展与日本客源市场开发的可能性》（2001年）等等。
这些研究从一个日本学者的独特角度，在深入剖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有益的见解和政策建议
，对相关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已经产生了或正在产生着一些积极作用。
　　德村君撰写的这本书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既是近年来德村君关于中日旅游大量实
践工作的进一步总结，也是他在国际旅游理论方面做出的一些新的探索。
回顾我国国际旅游发展的历程，日本始终是最主要的国际客源市场，日本旅游市场的一举一动，足以
影响中国国际旅游的发展。
不过时至今日，中国并不是日本国民出国旅游首选的旅游目的地。
而且，仔细分析近20年发展的情况，即可发现日本游客在访华的外国人中所占比例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
与此同时，与中国争夺日本客源市场的最大竞争对手韩国，无论在服务质量和竞争战略上都有较佳的
表现，始终保持着日本客源市场的主要旅游目的地的地位。
因此，目前中国入境旅游中的日本客源市场如何发展是值得我们深思并急待我们努力争取的一个重要
问题。
　　基于此，德村君在书中剖析了中国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中国今后竞争日本客源市
场的总体发展战略：将全国旅游资源重新划分，以区域旅游的发展模式来发展新世纪中国的旅游业；
提出价格战略，充分发挥价格在竞争中的优势；加强中国世界遗产资源的开发，以世界遗产的高知名
度来带动各个区域的旅游发展；对现有旅游资源提升质量，进行再开发而非另开辟新的资源；努力提
高旅游服务和设施的质量，等等。
这些观点和战略主张，对进一步探讨如何推动我国国际旅游市场成长的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
践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21世纪，中国实现世界强国的梦想，要靠我们国人的努力，但同时外国友人的关心和支持也是十
分重要的。
我相信，德村志成君所做的工作不但有益于中日两国旅游业的发展，对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也将
起到积极的作用。
　　希望着，就不会遥远！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系主任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　　杨开忠　　2002年6月于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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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剖析了中国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中国今后竞争日本客源市场的总体发展战略；将
全国旅游资源重新划分，以区域旅游的发展模式来发展新世纪中国的旅游业；提出价格战略，充分发
挥价格在竟争中的优势；加强中国世界遗产资源的开发，以世界遗产的高知名度来带动各个区域的旅
游发展；对现有旅游资源提升质量，进行再开发而非另开辟新的资源，努力提高旅游服务和设施的质
量，等等。
这些观点和战略主张，对进一步探讨如何推动我国国际旅游市场成长的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
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21世纪，中国实现世界强国的梦想，要靠我们国人的努力，但同时外国友人的关心和支持也是十分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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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四)旅游目的地的供需关系    由于旅游资源是无法移动或被输送的，旅游者想购买旅游产品就必
须前往旅游地，否则无法得到他所需要的商品。
旅游者与旅游地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服务性质的贸易，它的特性在于必须现地交货。
这个交易结果对旅游地来说是输出，对旅游者来说是输入。
国际旅游经过这个交易后彼此就产生了外币的进与出的关系，对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国家来说，这项
交易就成为获取外币的最佳手段了。
    这个交易活动又因旅游产品无法移动的特殊性，造成购买方必须利用交通手段才能完成他的心愿，
因此，航空业就成为旅游者主要利用的手段之一了。
航空业和旅游业一样同属销售服务商品，黄金航线往往是各航空公司彼此竞争的主要对象，它们竞争
越激烈，对购买者的折扣就越多。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特殊的行政干预的话，竞争必将更加激烈，而此时对旅游者来说最为有利。
对旅游者来说，在他考虑出国旅游时，从物理上来看距离或许是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最终从经济的角
度去考虑的成分可能会比较大，这个现象在经济景气不佳时特别明显。
    从经济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时，旅游的需求完全受到实际个人收入的变化的影响。
而实际个人收入的变化就是受经济景气变动和价格差距(外汇行情和实际购买力)的影响。
通常旅游产品价格的确定是以该地区的物价水平为基础的，资源价值特别高的景区则在这个基础上增
加一些。
个人收入的问题是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世界各地的差距相当大，因此尽管旅游是一个相互交流的活
动，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实存在着从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流动，也就是说单方面流向的现象是
无法避免的。
贫富差距产生的种种社会现象，而经济增长又使这个现象形成流动性，最终也影响到旅游。
因为旅游现象属于社会现象的一种，那么它自然也会受其波及。
    由于地理上的关系，造成旅游目的地与旅游者之间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距离，同时造成信息的不足，
弥补并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靠旅游业了。
旅游业在经营形态上和一般公司相同，而主要的营业内容是专门收集旅游地的信息卖给旅游者，也将
旅游者的动向卖给旅游地。
旅游业使两者间的交易得以顺利进行。
    三、旅游市场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了解旅游市场的几个特征：        ·在旅游市场进行的商品交
易是旅游地服务，一个地域一个商品，商品并非同一性质；    ·交易的主要场所在世界范围，国内市
场和国际市场的规则在应有的态度上大都存在着差异，基本上我们可以假想用国际市场规则支配国内
市场；    ·旅游需求有季节性和地域间的“摇摆期”，同时也受经济景气变动的影响，特别是世界各
国间贫富差距及经济增长率的不同等因素对旅游需求产生极大的影响；    ·作为供给方，由于过于依
赖销售设施服务，因此，固定投资费用也会随之增加；    ·在旅游市场上，信息并不完全对称，这使
得旅游业有了发展空间。
    以上是旅游市场的几个特征。
池田辉雄教授认为，旅游市场的“供需双方各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供方决定价格，而旅游需求量
的大小则由需求方来决定。
对供给方来说，他无法预测失业率也就是完全劳动率的可能性，而从服务性质上来看，短期内供需间
并没有根据价格的伸缩性进行调整，就算有的话，也仅仅是旅游中介业者的调整，而供给方又根据旅
游中介业者间的竞争状态来决定价格。
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竞争的激烈，使中间的价格多少有所伸缩，这个结果也有可能使需求量增加。
但要考虑价格的伸缩性，就必须以长远的眼光去看问题，这就意味着设施的变动”。
    假设地域间有需求的摇摆期，那么其结果将造成旅游地间的价格体系的变化。
需求的减少会造成价格的下降，而另一方则因需求的增加而造成价格的上升。
由于旅游商品并非替代性商品，故没有旅游者从价格高的地域移至价格低廉地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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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考虑需求价格的弹性，双方在价格变化上都有其极限。
如果考虑旅游地的多样化，我们可以发现就算摇摆期的时间是有限的，也无法保证在下一个摇摆期时
可以回复到原来的价位。
这个时候价格体系经常处于变动的状态而形成一种流动性。
    在旅游市场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关注信息方面的问题。
在信息不足的领域，操纵信息是有可能的。
如果信息受到操纵将造成旅游流向偏失，这个问题有可能在旅游中介业间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获得解决
。
可是旅游业者为了达到获取利益的目的，多要偏向传播对业者有利的信息，这种偏失也有可能造成非
但无法将这一问题解决反而使这一问题更加恶化的结果。
也可能因这个现象而使得价格体系的内容发生变化。
严重的话有可能出现经由资本集约化的方式而形成市场独占的现象。
    四、旅游市场要素    市场形成必须具备以下四个要素：人口、购买力、购买欲望、购买权利。
这四个要素中只要其中任何一个为零，这个市场就无法成立。
旅游市场也是同样的道理，以等式表示如下：    旅游市场=人口X购买力X旅游欲望X购买权利    (一)人
口    人口是构成旅游市场最基本的要素，食、宿、行、游、购、娱等旅游需求活动中，如果没有旅游
者，其他各要素根本无法产生。
人口的因素包括以下几方面。
    1．总人口    对市场的影响主要是由人的生理需要引起，人口多需要的各种消费就多；相反，人口少
，基本的消费就少。
它的变化既影响基本生活需求，也影响如旅游类的非基本生活需求的变化。
总人口的增加对旅游人次也有一定的影响。
这个概念对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在选择旅游市场时极为重要，特别是在国际旅游市场上，发展水平
相当的国家，人口多，参加旅游的人数自然较多，旅游市场的潜力也大。
    2．人口的地理分布    每一个国家的人口分布，基本上都存在着差异，且流动性大，不断变化是它的
特征。
因此人口的地理分布和市场的需求有直接的关系。
它们在消费需要、购买习惯、购买行为等方面的差别，完全体现在对商品的不同需求上。
这个现象也完全反映到旅游市场，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它对旅游产品的需求就越大，乡村出游的
几率就比城市少。
再则，来自各个地方的游客对于各项要求也有所不同，这也是在市场选择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七，后效性。
旅游者对于旅游产品的全面评价，当然是在结束行程之后才开始的，而决定评价的基准，则必须由旅
游者行前的期待感来决定，期待过高和实际就有一段距离，那么肯定不满，这种客人就不可能成为回
头客，甚至于对旅游产品进行不利的口传。
因此，旅游企业必须进行实际了解，去发现问题并尽快改进问题。
       第八，脆弱性。
旅游产品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制约必须保持一定质量的比例，而行业之间也必须相互协调
发展，否则就会影响旅游产品。
其他的因素如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对产品本身的供需产生影响。
所以企业必须进行详细的市场环境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
     从日本目前所卖的旅游产品来看，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都围绕着以人文与自然资源为主的产品。
主要是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清楚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古国，在条件与形象上已经是非常明显的，这个
形象对中国而言基本上是利大于弊，利在于以人文与自然资源为主的旅游产品符合了中国的历史背景
和现实，弊则在于形象太古，对一些喜欢现代社会的人不太适合，但这些人毕竟是极少数，所以总的
来说是有利的。
    旅游产品在内容上缺乏创意是目前比较明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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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少有更新，线路设计不合理等问题最为常见。
再则，至今为止难得在旅游产品中看到表明产品是高品位、高水平与高品质的服务的宣传内容，仅强
调接送的约束或食宿的安排等。
显然对服务这方面未具信心，因此只能概括性地说明旅游行程的内容。
如从北京进入，前往西安，接着转往桂林，再到上海，看起来好像是新的旅游线路，又像足以满足旅
游者一次可以走访多处景点的需求，但事实上这样的行程只能满足部分想一次看完中国的旅游者而已
。
作为旅游产品来说，这样的行程，因为距离过远，基本上只会造成产品价格高攀而已，谈不上有什么
魅力。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也有可能因为有这样的市场才出现这样的产品。
目前中国的旅游产品老化又无较好的产品出现，外加一些产品评价不高，为了使产品有些变化而更具
魅力，经过几次考虑后决定以集中几个精华产品作为豪华产品来吸引客人。
但事实上这种产品对旅游业和旅游者都不利，因为将精华景点在一次或很少次数内全部推出，那以后
还有什么可销售的呢?旅游者一次看完精华就能够满足吗?作为客体的旅游业能够保证看完之后，肯定
会再次吸引旅游者回头吗?这些都是未知数。
笔者认为恶评可能会大于好评，因为这样的移动本身就存在着时间与空间的浪费，既然如此，产品的
质量就难以控制了。
而产品质量差，当然不可能获得好评，因此这种方式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长远的立场来看对双
方都不见得有利。
    过去，中国的旅游产品主要都是以几个著名的城市如北京、上海、西安、苏州、杭州为主要宣传对
象，近年开始有了如丝绸之路、昆明、漓江、西双版纳等产品出现。
这个现象说明了日本国民已习惯了以这几个城市为中心的产品，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旅游者对如北京和
上海这样大的都市有所向往，旅游业也知道这个需求，因而几个主要景点永远出现在宣传上。
可是一般同样有价值却无法成为主产品的城市也相当多，如洛阳和扬州就是极为典型的例子。
洛阳和扬州之所以仅能是配角或只是行程被排上而已，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城市的广告的主题过于单调
。
比如说一个旅游线路写着北京、西安、洛阳、上海，这4个城市当中要算洛阳较无知名度了，看起来
似乎也只能把洛阳轻描淡写过去了。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洛阳有3位在日本极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位是日本家喻户晓的《西游记》的
主角人物唐僧玄奘，他是洛阳偃师市缑氏镇陈河村人；另有一位《三国志》的主角关羽，他的头被埋
在洛阳的“关林”；第三位同样具有高知名度的是唐代诗人杜甫，诞生于洛阳附近的巩义市南窑湾一
个窑洞中，窑洞至今犹在。
墓地在康店邙岭上。
偃师首阳山也有杜甫墓。
这3个人在日本都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假设上项旅游产品宣传时能够略加一点小技巧，如标明旅游产
品是走访《西游记》、《三国志》和大诗人杜甫的“寻根之旅”的话，必然会引起旅游者高度的重视
，像扬州的鉴真和尚也是出名的人物。
这样的例子甚多，未能被利用才是旅游产品失败的原因，因为旅游者无法从无形产品转化成有形产品
中了解到旅游产品的内容，也就是说旅游产品的特色太少，有了这么好的宣传主题又不懂得使用，这
也是产品老化的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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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欣闻日本学者德村志成君撰写的《中国国际旅游发展战略研究——日本客源市场》即将付梓出版
，我谨表示诚挚的祝贺!    德村君长期从事中日旅游发展的研究。
近年来，他结合其博士论文研究以及我领导的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承担的旅游发展规划任
务，对中国旅游发展现状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如《中国旅游
开发研究》(1997年)、《天柱山风景名胜区的开发策略》(1998年)、《试论集团大饭店的经营改善策略
》(1999年)、《吉林省旅游发展与长白山旅游资源开发之研究》(2000年)、《江苏省旅游发展之研究
》(2000年)、《贵州省旅游发展之研究》(2000年)、《关于洛阳旅游产品营销之研究》(2001年)、《九
十年代日本旅游产品价格对出国增长率的影响》(2001年)、《日本温泉与旅游发展之研究——漳州地
区温泉发展与日本客源市场开发的可能性》(2001年)等等。
这些研究从一个日本学者的独特角度，在深入剖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有益的见解和政策建议
，对相关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已经产生了或正在产生着一些积极作用。
    德村君撰写的这本书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既是近年来德村君关于中日旅游大量实践
工作的进一步总结，也是他在国际旅游理论方面做出的一些新的探索。
回顾我国国际旅游发展的历程，日本始终是最主要的国际客源市场，日本旅游市场的一举一动，足以
影响中国国际旅游的发展。
不过时至今日，中国并不是日本国民出国旅游首选的旅游目的地。
而且，仔细分析近20年发展的情况，即可发现日本游客在访华的外国人中所占比例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
与此同时，与中国争夺日本客源市场的最大竞争对手韩国，无论在服务质量和竞争战略上都有较佳的
表现，始终保持着日本客源市场的主要旅游目的地的地位。
因此，目前中国入境旅游中的日本客源市场如何发展是值得我们深思并急待我们努力争取的一个重要
问题。
    基于此，德村君在书中剖析了中国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中国今后竞争日本客源市场
的总体发展战略：将全国旅游资源重新划分，以区域旅游的发展模式来发展新世纪中国的旅游业；提
出价格战略，充分发挥价格在竞争中的优势；加强中国世界遗产资源的开发，以世界遗产的高知名度
来带动各个区域的旅游发展；对现有旅游资源提升质量，进行再开发而非另开辟新的资源；努力提高
旅游服务和设施的质量，等等。
这些观点和战略主张，对进一步探讨如何推动我国国际旅游市场成长的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
践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21世纪，中国实现世界强国的梦想，要靠我们国人的努力，但同时外国友人的关心和支持也是十分
重要的。
我相信，德村志成君所做的工作不但有益于中日两国旅游业的发展，对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也将
起到积极的作用。
    希望着，就不会遥远!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系主任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                                                              杨开忠                                                     2002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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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本研究中国与日本旅游发展的书籍。
它首先对国际旅游、日本国际旅游发展和日本国际客源市场需求特征进行了一番研究，在此基础上，
再研究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决定该开发面向日本客源市场的何种景点景区，制定相应的营销战略，
并分析日本客源市场的发展趋势。
对与日本旅客打交道的同志来说，本书确实是一本难得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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