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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纵横与跨越　　古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百层高台，起于垒土。
这是告诫我们后人，做事要踏踏实实，稳扎稳打。
现在看，“千里之行”是长度，“百层高台”是高度，都是空间的概念。
而“始”和“起”都包含了时间的概念。
正是时空的变换，形成了事业的发展；也正是时空的变幻，形成了我们每个人的独特人生。
　　这本书，是近些年来一部分文稿的汇集，起名为“旅游纵横”，是有感于时空的变换与变幻，纵
是时间，横是空间。
在几年的时间中，跨越了中国广袤的空间，了解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也深深体会到基层工作的艰辛
，更知实事求是之艰难。
在这一过程中，勤于跑路，勤于思考，勤于讨论，勤于笔耕，参与了事业的发展，也见证了事业的发
展。
本书即是发展实践的部分折射。
谈到的问题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实践中提出的问题。
但由于旅游市场发育得　　不成熟，所以，有些问题虽谈了多年，但仍得不到解决，套用马克思的一
句话，我们既受到发展不足之苦，又受到发展过度之苦。
或者说，我们既经历着“成长的烦恼”，又体会着“改革的阵痛”。
　　为此，本书共分为三编：第一编——市场分析，是对旅游市场形势的动态分析，基本都是宏观问
题。
第二编——热点追踪，是对几年来各类热点问题的看法。
其中，行业的变化很快，企业的变化很大，但是所反映出来的深层次问题也许更发人深省。
第三编——区域发展，是对一些地方旅游发展的考察和分析，所选取的，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地区。
　　本书既是工作过程的表现，也是研究进程的表现。
但是，于我个人而言，治学是勤奋而不刻苦。
勤奋是不愿意浪费生命，刻苦则是深入钻研。
刻苦一定包含勤奋，而勤奋却未必刻苦。
一则是涉猎领域偏多，因此只是杂家，难成专家。
二则是对新事物充满热情，而世事变化之快，新事物层出不穷，所以也往往浅尝辄止，不及深入。
这些问题，在本书的编排体例和观点文字中都有体现，尽可讨论，敬请批评。
　　2000年元旦，一日之内跨越了千年。
2001年元旦，一日之内跨越了百年。
2002年元旦，一日之内只跨越了一年。
但这一年的跨越，也同样是新的起点。
一年来，国家大事不断，旅游好事连台，更展示了辉煌的前景，躬逢盛世，当多做些事。
能够多做些事，也是一种幸事。
　　苏东坡有一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颇为潇洒，亦显通达。
通达是人生难得之境界，虽不能至，神往之。
　　作者谨识　　2002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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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分文稿的汇集，起名为“旅游纵横”，是有感于时空的变换与变幻，纵是时间，横是空间
。
在几年的时间中，跨越了中国广袤的空间，了解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也深深体会到基层工作的艰辛
。
本书即是发展实践的部分折射。
谈到的问题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实践中提出的问题。
但由于旅游市场发育得不成熟，有些问题虽谈了许多年，但仍得不到解决，为此本书共分为三编：第
一编——市场分析，是对旅游市场形势的动态分析，基本都是宏观问题。
第二编）热点追踪，是对几年来各类热点问题的看法。
第三编——区域发展，是对一些地方旅游发展的考察和分析，所选取的，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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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从运行的角度来看。
现在面临着竞争加剧。
需求总量膨胀得非常快，而供给的发展更快，所以自然引发出效益递减和竞争加剧。
竞争加剧也有一定的好处，就是使消费者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同时也给经营者造成了压力。
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思路，恐怕永远也不会再有市场了。
即使是那些非常特殊性的资源现在也在转变，比如北京故宫，绝对是垄断性的资源，到北京来就得看
故宫，现在它也在研究怎样在市场上进一步立住脚。
实际上这就是市场竞争逼着这些老大的单位也在转变经营观念。
    国内旅游产品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清楚。
在产品的竞争过程中，对企业考验的严峻程度也越来越高，不光对企业，对各个地方也都是如此。
    3．现存的问题    国内旅游市场的发展，总体来说是一个市场化的发育过程，这个过程里面出了一些
毛病，但是这些毛病不是永久的，我们不能因为少数项目的失败或者少数经营的失败就全盘予以否定
。
比如西游记宫，是大家反对最厉害的项目。
我则不这么看，不能因为我们现在看上了35寸平面直角彩色电视就否定9寸黑白电视，这实际上是产品
更新换代的过程。
西游记宫就相当于第一代初级产品，满足了初始需求。
随着需求水平的提高，第一代产品就得淘汰，然后产生第二代产品，这很自然。
第二代产品就是深圳的锦绣中华、民族文化村，现在的世界之窗，应该说已进入到一个彩电的行列。
现在第三代产品——数字化产品正在酝酿。
我们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西游记宫最多的时候全国有枷多个，应该说重复建设已经很厉害了，但是这种重复建设对国计民生并
没有造成什么负面影响。
我记得第一次到正定(全国第一个西游记宫)，向他们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也不怎么放
心，模仿的肯定很多，但是因为建筑的壳子在这，主要的投资在这，实在经营不下去，可以把里边的
东西腾出来，把它当仓库用。
在整个国内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这样不成熟的产品，但是不能以偏概全否定它。
就总体来看，国内旅游市场的发育应该说是比较健康的，总体的发展也是比较颊利的，这里面的要害
就在于市场的机制在起作用。
    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问题是供求协调。
供求协调的问题包括很多内容，就目前来看，总体应该说是供求基本平衡，但供过于求的态势会在几
年之内形成。
国内旅游的发展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也产生了很大的拉
动作用，这是地方发展旅游业最有积极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尤其是1994年以后，国家进行了税制改革，旅游企业上缴的税种属于地税，和地方的利益直接相关，
所以，地方对旅游业的重视空前提高。
目前，供求关系大体平衡，但可以预见，市场的需求量还会持续增长，而旅游市场的供给也将会更大
幅度地持续增长，需要研究供求关系平衡的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宏观调控的问题，不是企业能够解决的，企业需要研究的是在供求关系不断变化的过
程中，能给本企业创造什么样的生意机会。
    第二个问题是出精品、出新品。
现在大路货比较多，目前来看，真正能够称得上是创新性的产品和精品的，还不是很多。
但是，国内旅游的需求层次和需求水平在几年之内会迅速上升，尤其是出国旅游的发展，使我们的旅
游者迅速成熟起来，眼界迅速开阔，看完了国际上的那些真正的精品景点，国内的好多景点就都没法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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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创造一批创新性的产品和精品，使我们的产品组织程度和开发程
度接近国际水平。
从旅行社的角度来说，这里有一个产品组织问题，因为项目开发不是旅行社的任务，但是如何组织产
品是旅行社的任务。
旅行社也应该组织一批精品线路，组织一批精品活动，这样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
    第三个问题是市场开发。
现在大家市场开发的意识都很强，国内旅游市场的促销形成了一轮又一轮的高潮。
但是在深入研究市场，采取实实在在的有效措施开发市场方面做得还不够，至少从面上来看还没有做
到。
    从国内旅游的发展角度来看，现在政策问题解决了，管理体制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指导方针的问
题解决了，供给能力弱的问题解决了，原来制约旅游发展最厉害的因素是交通，现在交通问题不能说
从根本上解决了，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
所以，现在这样的条件才真正是国内旅游大显身手的时候。
    4．现在一些比较好的做法    一是政府主导，高度重视。
这已经是各级政府现在普遍采取的做法，比较典型的是云南。
云南对旅游业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使云南在3年时间里旅游业上了一个大台阶，从全国的第14位上升
到全国的第8位。
云南省政府提出，云南要培育四大支柱产业，四大支柱产业都是一个政策，每年给1个亿的财政资金
，经过3年的发展，发现最显著的就是在旅游方面每年1个亿投入后见到的效果。
世博会在昆明举办，使昆明城市建设的水平前进了10年，原来昆明是一个比较美丽的城市，也是一个
比较土的城市，现在昆明完全有国际化、现代化的感觉。
旅游业的拉动作用使各地政府不得不提高对它的重视程度，所以，现在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政府主导型
的旅游业发展模式。
    二是把资源开发和市场促销结合起来，现在各地旅游局市场促销的意识空前强烈，研究开发先研究
有没有市场，开发的过程中同时加强市场促销。
所以，产品开发成熟了，市场基本上也就培育出来了。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的手段也在提升。
一种方式是“国内旅游大串联”。
由市长带队或者主管的副市长带队，带着旅游企业、带着各种图片在周边省、市、区巡回促销。
还有一种方式是搞大篷车。
广西在国内15个城市巡回促销，大篷车到哪儿都把展板拉开，这就是一个流动宣传台，不仅咨询，还
有演出队。
这是有魄力的做法，这种做法企业做不到，是市长下决心甚至是省长下决心做的事，反映出非常之强
烈的市场促销意识。
现在，国内旅游市场的促销力度应该说比国际旅游市场的促销力度还要强，而且把市场促销和资源开
发相结合，形成了一套比较好的模式。
这些事情实际上从根本上为企业的经营创造了一个好的环境。
    三是初步形成了国内旅游市场的分工和专业化。
不仅是旅行社初步形成了一种分工和专业化，在营销方式上现在也已经形成了分工和专业化。
现在比较突出的是三个层次的交易会：第一个层次是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从1993年正式定位开始到
现在已经办了七届，中间虽然也有起伏，但就总体来看，效果越来越好。
与这种全国的旅游交易会对应的是长线游、长假期的旅游需求。
第二个层次是区域性的旅游交易会，如北方十省市旅游交易会，现在已经办到第四届了，这种区域性
的交易会发展的态势也很猛。
第三个层次是城市周边景点介绍会，它对应周末旅游方式，也已经普遍化。
四、旅游质监所的一些工作关系    一是总监。
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的总监是代表旅游行业管理部门或者旅游行政管理机构，对质监所的工作实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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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业务协调的工作。
总监应该是这样—个职位，和质监所的关系应该说是又很密切又要有一定程度的隔断。
所谓“密切”就是很多事情要介入，很多事情要参与，包括很多事情要决定。
因为在理赔程序上有一条，质监所办案，办完案之后提出建议，由总监进行核准，之后通知财务部门
进行理赔。
这里边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核准表示质监所实行旅行社保证金的理赔，这个工作的性质，是行政
执法的性质，这是一层意思。
再一层意思就是加一个保险，因为在将来具体办案的时候会碰到很多麻烦，质监所办案、调查、提出
建议，这是一个工作过程，然后总监进行核准，这又是一个工作过程，等于是加了一道保险。
将来在处理案子的时候，包括旅行社如果不服提出申诉，进行行政复议，甚至按照行政诉讼法进行诉
讼的时候，我们加这样一道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
还有一些工作，比如说质监所有一些工作需要协调，以质监所的名义不太好协调，毫无疑问这是旅游
行政管理部门的事，我们就得出面来协调，来帮助质监所解决困难。
从这个角度来说，质监所也可以说是旅游行业管理机构的职能的一个延伸。
另外一方面就是相对独立，也要有所隔断。
相对独立的好处就是在社会上能够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形象，这是一个基本的好处。
第二个好处就是在办案的过程中有相对的独立性，否则的话，真要处理起来，这个来说情，那个来走
关系，也很难扛得住。
如果赋予独立的办案权，有些事情反倒好办了。
有相对独立性，在办案的过程中，应该说效率会更高，也能够更公正，处理起来也比较容易服众。
    二是所长。
对“所长”一职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一开始我们考虑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所以是司长当所长，再进一步研究，就请老同志来当所长。
请老同志当所长有两个原因，一是从国家旅游局自身来说，我们申报事业编制，一时半刻批不下来，
但是机构又要尽快成立，尽快运转，现在更多地任用在职干部有难度，所以就想聘请一些已经离退休
的老同志。
二是请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来担当，就是要使质监所有一个形象，有一个格。
否则会把我们很想大张旗鼓轰轰烈烈造的这番声势降下来。
就是说在质监所相对独立的形象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质监所是中国旅游业在海内外的质量形象的
代表，而老同志原来的职务本身就使质监所有一个格，这就能够保证质监所有一个社会形象，使海内
外的旅行商都能够看到，使旅游者也能够看到，我们对建立质监所这个事是严肃的、认真的，确实是
想使质监所发挥作用。
在所长的人选问题上现在没有严格要求，总的原则就是要使质监所有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大的社会影
响。
    三是总监和所长的关系。
这实际上体现的是旅游管理部门和质监所的工作关系，而不是两个人的个人关系。
在这一点上，应该可以明确质监所是各级旅游行业管理的职能的延伸，所以，从工作关系上来说毫无
疑问，就是质监所要保持相对的独立，但是并不是完全的独立，要接受旅游行业管理部门的领导，重
要的是这项工作一定要做起来。
有些处长可能有这个顾虑，我辛辛苦苦地将质监所组建起来了，局长去管了，和我没关系了，等于局
里又建了一个处。
我认为这种考虑不对，因为行业管理的中心就是管市场，管市场就是三条，一条是市场的规则，一条
是市场的秩序，一条是市场的质量。
这三条是分不开的，要是认为质量问题有了一个质监所，行业管理处就可以不必管了，这显然是不对
的，也不可能做到。
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始终强调这一点，质监所组建了，管理司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
加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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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受理投诉由我们直接来受理，但是原来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批转，真正自己直接办的案子不多。
现在有了质监所，应该说我们受理投诉、办理案件的力量加强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管理司的任务也应该说加重了，因为原来好多投诉我们批到地方就可以了，而
现在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投诉我们要直接处理了，中央一类社的投诉直接处理、出境游的投诉直接处理
，管理司的任务毫无疑问比以前加重了。
当然了，具体工作是质监所在做，但是这里边研究问题、协调关系、核准等一系列的工作都要由管理
司来做。
也就是说质监所和行业管理部门的关系应该是一个互为表里的关系，行业管理部门是“里”，质监所
是“表”。
正因为质监所是“表”，所以才要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形象，但实质上这一套工作绝不能放松。
如果放松的话，不光耽误了质监所的工作，也耽误了行业管理部门自己的工作，因为组建质监所的目
的是为了加强质量工作，而不是为了削弱质量工作。
我想我们一定要围绕着这个目的来进行，这是一个基本的工作关系。
    四是各级和各地质监所的关系。
国家旅游局质监所和各地质监所以及各地之间方方面面的关系问题，总体是一个业务指导和业务协调
的关系。
相应来说，比国家旅游局和各地旅游局的关系应该更紧密一些，因为好多案子是连在一起的。
比如说，这个旅游团走了五个城市，在其中三个城市都有投诉，这种案子办起来就很难，这三个城市
要分别受理。
另外，还有跨城市、跨地区的关系的协调问题。
所以，也有国家旅游局质监所对这些案子的指导，以及各个质监所之间在业务上如何协调的问题。
我想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则已经明确了，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要具体的逐步理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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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代前言纵横与跨越    古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百层高台，起于垒土。
这是告诫我们后人，做事要踏踏实实，稳扎稳打。
现在看，“千里之行”是长度，“百层高台”是高度，都是空间的概念。
而“始”和“起”都包含了时间的概念。
正是时空的变换，形成了事业的发展；也正是时空的变幻，形成了我们每个人的独特人生。
    这本书，是近些年来一部分文稿的汇集，起名为“旅游纵横”，是有感于时空的变换与变幻，纵是
时间，横是空间。
在几年的时间中，跨越了中国广袤的空间，了解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也深深体会到基层工作的艰辛
，更知实事求是之艰难。
在这一过程中，勤于跑路，勤于思考，勤于讨论，勤于笔耕，参与了事业的发展，也见证了事业的发
展。
本书即是发展实践的部分折射。
谈到的问题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实践中提出的问题。
但由于旅游市场发育得不成熟，所以，有些问题虽谈了多年，但仍得不到解决，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
，我们既受到发展不足之苦，又受到发展过度之苦。
或者说，我们既经历着“成长的烦恼”，又体会着“改革的阵痛”。
    为此，本书共分为三编：第一编——市场分析，是对旅游市场形势的动态分析，基本都是宏观问题
。
第二编——热点追踪，是对几年来各类热点问题的看法。
其中，行业的变化很快，企业的变化很大，但是所反映出来的深层次问题也许更发人深省。
第三编——区域发展，是对一些地方旅游发展的考察和分析，所选取的，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地区。
    本书既是工作过程的表现，也是研究进程的表现。
但是，于我个人而言，治学是勤奋而不刻苦。
勤奋是不愿意浪费生命，刻苦则是深入钻研。
刻苦一定包含勤奋，而勤奋却未必刻苦。
一则是涉猎领域偏多，因此只是杂家，难成专家。
二则是对新事物充满热情，而世事变化之快，新事物层出不穷，所以也往往浅尝辄止，不及深入。
这些问题，在本书的编排体例和观点文字中都有体现，尽可讨论，敬请批评。
    2000年元旦，一日之内跨越了千年。
2001年元旦，一日之内跨越了百年。
2002年元旦，一日之内只跨越了一年。
但这一年的跨越，也同样是新的起点。
一年来，国家大事不断，旅游好事连台，更展示了辉煌的前景，躬逢盛世，当多做些事。
能够多做些事，也是一种幸事。
    苏东坡有一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颇为潇洒，亦显通达。
通达是人生难得之境界，虽不能至，神往之。
                                                        作者谨识                                                        2002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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