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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伀上嗨都布掠落的疚展及其定位

潘洪萱 崔燮钧

一、21世纪将成为上海都市旅游发展的黄金世纪

1 、 21世纪将是世界旅游业发展的黄金世纪。

21世纪的初、 中期，国际仍将是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各国仍将以科技为主导，以经
济为基础，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很可能出现新的产业革命。随着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国

民经济的日趋现代化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使人们广泛参加旅游活动成为可能。 现代化、快节

奏、高效率的社会生活，使人们回归自然进行身心调节的期望亦堕为迫切。 同时现代化大生产

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人们提供了便捷、舒适、安全的旅游物质载体，使旅游业在世界经
济发展的历程中日益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

据资料统计，1993年全世界国际、国内旅游业的总收入已达到了35万亿美元，超过了石
油工业和汽车工业而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1994年全世界国际旅游业外汇收入高达3120亿
美元，是 1990年的1. 4倍， 是 1950年的150倍3 据欧州旅游委员会(ETC)预测，至本世纪未，

国际旅游人数将达到 6亿人次(1990年为4. 15亿人次）。美国旅游局(USTTA)则预测为6. 35 

亿人次。 权威人士普遍认为，随蓿世界经济和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旅游发展将
日趋强劲，世界旅游业黄金 时期即将到 来。

2 、21世纪将是世界旅游业的“ 亚太世纪” 。
自7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经济蓬勃发展。 进入90年代，即使在世界经济普遍增长缓慢的

情况下，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仍大大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其中，中国、日本、东南

亚、东亚” 四小龙”都创造出经济增长10--20％的世界奇迹，令世人关注。 与此同时，亚太地区

作为一个集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传统民族生活习惯和现代生活千 一体的旅游胜地，巳开始形

成了从日本 一一 朝鲜半岛 一一 中国大陆、台洘和港澳地区 —-－东盟 —— 印度半岛为主体的大
弧形旅游热带和新加坡、香港、 台北、曼谷、北京等旅游热谯。 亚太地区接待的国际旅游者占世
界的比重从1960年的1％上升为l989年的11%；接待国际旅游者从］960年的71.2万人次

上升至1990年的4650万人次，30年增长64倍；旅游收入从1970年的1l亿美元，上升至

1990年的350亿美元，20年中增长30倍。 弹丸之地香港，1994年旅游收汇643亿港元，相当

于73亿美元。此外，亚太地区又是日见增多的客源输出国。以近年去美国旅游客源为例，日本、
台湾、韩国的游客以18-25％的速率递增。1994年台湾出岛旅游支出76亿美元， 人数达474

万人次，占全 岛总人数的24%，如果再加上本区域内循环的旅游者，到 2000年预计亚太地区

接待旅游者和旅游收支将分别达到世界总蜇的五分之 一 和三分之 一 强。
3 、21世纪将是世界旅游业的＂ 中国世纪” 。

在世界旅游发展趋势中，中国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综合优势。 天时，即恰逢世界经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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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东移之机；地利，即位千西太平洋增长弧线上最佳区位．成为唯 一 由世界三大经济圈（欧亚经
济圈、亚太经济圈、环太平洋经济圈）环绕重叠的国家；人和，即周边无战事，中国与周边国家和
地区的关系巳经进入建国以来最好历史时期，一个有利于经济建设和旅游发展的周边安全环
境巳经形成。事实上中国也正在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新的增长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总扯迅速
扩大，1979年至1993年，中国GDP增长了2.8倍．年均增长9. 4%, 1994年达到了4.38万亿
元人民币；中国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1993年进口贸易总额达1958亿美元，名列世界第11

位，近20％的国内商品需求和产品销售通过国际贸易完成。国际资本大量进入中国，1993年外
国资本实际投资达27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占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总址三分之一。 中国
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列为第10。

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既为中国旅游业21世纪的大发展奠定了
厚实的基础，又从需求和供给 两方面同时给中国旅游业注大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4、21世纪将是上海成为国际旅游中心城市的全新发展世纪。
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东移，为上海再度崛起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以浦东开放为标志，中国

改革开放战略重点北移至长江流域及长江中下游三角洲，为上海建成国际大都市创造了战略
条件。 由于长江流域内98个大中城市构成的经济发展的兴起，大大增加了上海作为连接国内
外两个市场的桥梁和枢纽作用。 由沪宁杭雨等大城市及其广阔的腹地所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地
区是世界人口超过250万的6大城市群之一 ，该地区经济的紧密联系和待续高速发展，使上海
成为中国城市群的中心。90年代以来上海经济取得突破性进展，已拥有中国最大的证券交易
市场和短期资金拆借市场，建立了中国唯 一的外汇交易中心，正在建设中国最大的中央商务
区，具有中国最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最繁华的商业街等等。 国际跨国公司纷纷在沪投资，上海不
仅开始发挥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所产生的新的极点效应，更重要的是它得天独厚地处于中
国沿江和沿海两大经济发展带的交汇点，使其在亚太地区城市分工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
要区位优势。可以预料，在上海再造辉煌的历史进程中，上海旅游业必将会抓住机遇，以它的巨
大潜力创造现实的辉煌。

二、上海都市旅游全新发展的客观条件和氛围

1、 运作基础一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旅游业一直呈高速发展之势［表一］，其重要原因之一

是上海旅游业的广大干部职工以其独特的职业敏感性和职业素质，抓住了世界格局重大变化
以及国内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发展契机，参照国际惯例，结合中国国情和上海风情，按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办事，注意旅游资源配置市场化，旅游客源多国（地区）化、旅游设施现代化，
旅游产品民族化，旅游管理规范化，旅游发展协调化，并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探索以市场取向为
目标的新运行机制。预计到本世纪末，上海会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企业组织创新，改进

． 和完善宏观调控，推进高度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现代大市场体系，这就为上海旅
游业的崛起再创良好的运作体制环境，进一步推进旅游业与国际惯例相接。

年度 入境人数 收汇率

1979年 2 1 万 人次 0. 8亿外汇人民币

1993年 124. 8万人次 68亿外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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趴资源基础一一上海的都市旅游资源主要由人文资源、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构成。人文资

源是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结晶，是地方风情和风貌的反映。 上海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尤其

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外滩独特的都市景观在整个都市旅游资源中独占鳌头。 据统计，上海有

旅游资源 362 项，其中属千人文资源有 294 项，占 81%。社会资源是指与人类社会生活有紧密

联系的书 物与活动。 主要指都市现代化建设的风土入情，或是以代表 一 个时代的变革特征等，

上海的海派文化就是其中一例。自然资源是指自然界中地理环境和生物所构成的，吸收人们进

行旅游活动的天然赋存景观。上海所属地域内知名自然旅游资源不多，可是苏、浙、皖、赣、闽极

其丰富的自然、人文旅游景观，巳成为上海都市旅游广阔的腹地，可以进 一步利用与挖掘，以增

加上海旅游吸引力。

趴物质基础一一上海国民经济在有市场、有质抵，有效益的基础上待续快速发展，GDP连

续三年居千全国前列。 经济增长质怔和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结构效应不断提高。 近年来上

海市政府对基础设施作高强度投入，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上海不仅海陆空交通发达，是全国最

重要的邮电通讯枢纽之 一 ，而且随着上海市区隧道、地铁、南北内环线高架，以及与周边地区高

速公路的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对社会经济发展也已开始产生正向效应。全国的商品流、资金流、

技术流、信息流和人才流逐渐在上海交汇，市场配置资源的中心作用巳开始发挥，一个全方位、

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对外开放新局面正在形成。 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积聚的能蜇为其成为

国际旅游中心城市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4、设施基础一一 上海旅游业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十余年来的发展，旅游基础设施比较齐

备，接待能力大为增强。 至 1995 年初，拥有一、二、三类旅行社，共计 174 家；拥有大批通晓英、

日、德、韩等 23 个语种的翻译导游人员；拥有各类涉外星级饭店 105 家（其中五星级 7 家，四星

级 11 家．三星级 35 家，）；拥有涉外餐厅和定点餐厅 88 家，涉外商店和定点商店 82 家；拥有涉

外娱乐场所和服务单位 32 家；直接从事旅游业的人员已达 10 万余人；拥有各类旅游院校（系）

50 所，还需着重指出的是，上海旅游业还拥有一支构结构比较合理，门类 比较齐全，职业素质

良好，基本能适应旅游业跨世纪大发展需要的专业队伍。

三、上海都市旅游发展的定位及对策

L世界旅游业的地位及作用。

据世界旅游与观光理事会 1992 年年度报告资料统计：

（］）旅游业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国际旅游与各国国内旅游合计，总收入达到 35000 亿美

兀。

世界旅滂收入的增长状况 （亿美元）
， 

年 份 1987 1989 1990 1993 

总收入 19160 24500 29010 34710 

(2)旅游业是世界上最大的就业部门，产生了1. 27 亿个工作岗位，占世界就业人口总数的

6. 7% 、即十五分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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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旅浒就业人数的增长状况 （亿人）

年 份 1987 1989 1990 1993 

就业人数 1. 01 1. 12 1. 18 1. 27

(3)旅游是创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其增值额（相当千我们所说的净资产值或毛利的概念）已

达到14490亿美元，占世界净产值总额的5.9%。

世界旅游业增值情况 （亿美元）

年 份 1987 1989 1990 1993 

增值额 9490 12180 14490 17340 

(4)旅游业成为各个方面投资最积极的领域，年度总投资额达到4220亿美元。

世界旅消投贷的增长状况 （亿美元）

年 份 1987 1989 1990 1993 

投资额 2760 3580 3510 4220 

(5)旅游业是各国财政中的主要纳税产业，全世界的旅游企业及从业人员的纳税总额高达

3030亿美元。

世界旅消业纳税状况 （亿美元）

年 份 1987 1989 1990 1993 

纳税额 1430 1740 2510 3030 

2、上海旅游业的产业定位。

鉴千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 一，基

本成为国际地区性的经济中心城市之 一。又鉴于现代旅游业作为一种经济性文化串业，它是以

文化为内祸、经济为手段的综合性文化经济产物，其内部结构具有综合性，集吃、住、行、购、游、

娱六大要素为 一体，也是旅游业与非旅游业、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旅游时间与旅游空间相互

结合的混合体。因此，上海旅游业的定位应是：既作为第三产业中的指导性和支柱性产业，又有

别千第三产业的重要产业或单独的第四产业。

趴发展上海都市旅游需要正确处理和把握的几个关系。

(1)在经济和文化的基本形态上，首先要注意经济与文化的有机结合。 文化是旅游业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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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旅游产业只有体现中国文化、上海文化的特点，才能吸引旅游者。 没有文化就没有旅游业，
并要在注重文化的基础上，要注意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机结合，保持和发展上海的

海派旅浒文化 e

(2) 在发展上海都市旅游业的特色上，要充分体现民族性、独特性、交融性、现代性、辐射

性。作为海派文化典型的上海，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的积累。上海的民俗节庆、地方曲艺、园林

艺术、风味小吃，无不具有鲜明的传统特 色。经验证明，越是民族的、传统的，就越是世界的。保

持旅游特色是吸引旅游者的最重要的因素。 上海的城市风貌、都市风情、购物娱乐等都体现了
其海派文化的独有神韵。 同时上海善于汲取外来文化和经济的精华，有机融汇千自身文化、经
济形态之中，具有很强的交融性，使来沪旅游者自然怀有强烈的认同感和亲切感。 上海旅游业

还善于运用高科技手段，能充分体现国际大都市的现代性。 上海的都市旅游，既能接待八方来

客，又向八方输送游客，具有强烈的辐射性。 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都市旅游的特色。
(3)在寻找都市旅游支撑点上，要注意处理各种旅游形式的协调发展。旅游按目的来分，有

观光旅游、度假旅游、文化旅游、健康旅游、购物旅游、商务旅游、修学旅游等。尤其是商务旅游，

以经商为目的，把商务与旅游结合起来，成为上海旅游业跨世纪大发展的支撑点。 上海是中国

最具活力的商务活动中心，万商云集，为构筑上海都市旅游奠定了基础。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

展的新的增长极，作为中国投资环境最理想的场所，它的巨大的市场包容批和丰厚的投资回报
率，使外商蜂拥而至，铸成了上海发展商务旅游的基本立足点。资料表明，在现代旅游市场中，

商务旅游者约占国际旅游总流散的45％左右。因此，随若上海经济活动影响力日益国际化，上
海应该及早实施“以商促旅＂的都市旅游战略。

(4)要把握和处理好城市、郊县、周边地区三者关系。

上海名胜古迹和江南水乡风光多分布在郊县，上海的近邻江、浙、皖、赣、闽有着丰富的自

然旅游资源。我们在发展都市旅游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上海中心基地和辐射中心的功能，在资源
开发上应紧紧围绕大都市景观旅游资源特色，采取开发、利用、保护、创造相结合的方针，即对
原有的人文资源、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应采取开发、保护、利用的方针，对人造景观要采取科学
创造的方针。以点联线，以线串面，把郊县和周边地区的旅游景点组成网络，逐层辐射、优势互
补、联动发展、共同繁荣。

诚然，在加速发展旅游产业的过程中，还会涉及都市旅游的整体规划、开发资金的筹措、交
通设施的完善和配套等许多问题，尽管如此，上海旅游业还是应抓住这一个千载难逄的良机，

把握机遇、开拓创新，使旅游业真正成为上港经济腾飞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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