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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发展环境构造分析
Ξ

熊元斌　朱　静

　　摘要 : 旅游业是一个关联性极强的综合性产业 ,旅游业的发展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环

境因素的影响。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产业环境。旅游业发展环境是自

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一体的综合系统 ,它具有动态性、综合性、敏感性等特点 ,尤其是诸如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环境和政府、企业及居民关系等微观环境 ,对旅游业的快速健

康发展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 ,其结构具体表现为社会 - 文化、技术 - 生态、经济 - 市场、政

策 - 法律四要素 ,四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共同构成了旅游环境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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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业是受环境制约性很大的产业 ,与国民经

济其他部门相比 ,旅游业极易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

的各种因素的影响 ,诸如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

化等宏观环境 ,以及政府、企业与居民关系等微观环

境 ,这些都会给旅游产业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因

此 ,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建设良好的

旅游发展环境支持系统至关重要。

一、旅游产业发展环境界定

所谓环境 ,总是相对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 ,与某

一中心事物有关的周围事物 ,或是说作为某一中心

事物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事物 ,就是这个中心事物的

环境。因此 ,环境因中心事物的不同而不同 ,随中心

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旅游发展环境是指以旅游系统

为中心 ,影响其产生与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与社会

因素的综合体。它从属性上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

环境 ,其中 ,自然环境指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直接

或间接影响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及能量的总和 ,

它维持着人类的生命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

础。社会环境是指人类为了丰富和提高自己的物质

文化生活水平而创造出来的一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筑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 ,是人类生活

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本文所研究的旅游产业发展

环境是以社会环境为主 ,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产业

发展大环境。

从环境要素属性上论述 ,旅游发展环境既是一

个多因素耦合的复杂动态系统 ,也是一个开放的、具

有耗散结构的系统。①该系统不断与外界进行着物

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其作用的结构模式如下 :

图 1 　旅游组织 - 环境系统作用结构模式

旅游发展环境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系统 ,具有动

态性、综合性与敏感性的特点。首先 ,旅游环境系统

与旅游组织系统形成了一个动态的互动关系。从旅

游角度看 ,一方面任何旅游活动都离不开良好的环

境支持 ,都是人类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

的过程 ;另一方面旅游活动的开展会给环境带来正

负两方面的影响。其次 ,环境系统的内容十分广泛 ,

既包括天然的和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 ,也包

括政策、法律、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 ,具有综合性。

第三 ,旅游环境系统具有敏感性。旅游环境对各构

成因素的依存性较大 ,各因素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环

境的敏感性。从旅游发展的宏观环境来看 ,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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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法律、社会文化等因素都可能对旅游业的发展产

生影响 ,如经济不景气、缺少产业政策支持、不正当

竞争造成行业秩序混乱等会导致旅游产业发展的波

动或停滞。从微观环境来看 ,地方政府与旅游企业

的关系、旅游资源开发与社区居民利益的关系以及

旅游企业与利益相关企业之间的关系同样会给旅游

产业的发展造成影响。上述因素都说明 ,为了促进

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建设良好的旅游发展环境

支持系统至关重要。

二、旅游业发展环境支持系统

(一)结构分析

旅游产业本身是一个具有无需外界输入组织命

令而自行结合成为有机整体能力的自组织系统。这

种自发性组织能力对于旅游业自身的发展具有一定

的自律性 ,但这种自律性能否发挥作用 ,取决于系统

环境与系统各部分有机联系的影响 ,前者为自律性

的发挥提供了背景和前提 ,后者则起着协调各部分

关系的作用。在自律性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 ,旅

游业作为一个开放系统 ,其自组织和自我完善功能

就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在外界政治经济、法律制度、

社会文化等因素积极推动作用下 ,会超越原有的平

衡状态 ,产生新的发展路径 ,使旅游业沿着多种可能

的演化方向和途径发展 ,通过“涨落有序”达到新的

平衡 ,实现旅游业的发展演进。

在旅游业不断发展演进的持续过程中 ,体现了

经济、社会、生态等因素的综合促进作用 ,根据目前

较为流行的 STEP分析方法 , ②我们将这些促进因素

分为社会 (S) - 文化、技术 ( T) - 生态、经济 ( E) - 市

场、政策 ( P) - 法律四要素 ,四者互相影响、互相作

用 ,共同构成了旅游环境支持系统。

其中 ,法律 - 制度环境支持是对旅游产业的法

治建设和对旅游市场的依法治理的保障 ,具有基础

性的作用 ,它包括旅游产业政策指导、旅游立法、行

业规范等 ,旨在维护旅游市场秩序。经济 - 市场环

境支持包括财政金融和市场要素两部分 ,其中 ,财政

金融是最直接、最主要的支持措施 ,也是旅游业能否

腾飞的关键所在 ;市场要素是从游客的消费特性、偏

好等方面展开的 ,包括市场供求、资源开发、公平竞

争等内容。社会 - 文化环境支持包括社会的文化氛

围、社区的整体环境以及居民的服务意识等 ,旨在营

造良好的人文氛围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技术 - 生态

环境支持是从技术要素和生态要素两方面展开的 ,

技术支持包括交通通讯设施的改进、信息收集分析、

产品开发与销售等 ;生态支持主要考察旅游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 ,旅游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得到上

述四个要素的支持 ,其发展的结果又同时反作用于

这些影响因素。从这种意义上说 ,它们是一个互动

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优化的过程 ,并在这

个过程中不断推动着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和可持续

发展。我们可以从图 2 中看到系统的内容构成及其

相互关系。

图 2 　旅游业健康发展环境支持系统要素关系图

图 2 中 ,连线表示法律、经济、社会和技术因素

对旅游业发展的一般作用路径及四因素间的作用关

系 ,O 点表示四要素的最佳合力点 ,由 O 点出发的作

用力最大 ,即此时对旅游业的环境支持效力最强。

因为点 O 与旅游产业因素的路径最短 ,两者发生作

用过程中所遭受的摩擦、干扰与其他情形相比都要

小得多。所以 ,由图 2 可知 ,只有正确处理好各支持

要素之间的关系 ,使之形成最强的合力 ,才能收到最

佳的环境支持效果。③

(二)作用机制

在金字塔式结构发展模式中 ,旅游产业地位处

于“金字塔”的顶端 ,其发展需要有很强的依托性 ,只

要有一个支持环节出现问题即会产生发展不协调的

矛盾 ,从而影响旅游业的健康和谐发展 ,并进而影响

它作为新经济增长点的作用的发挥。那么 ,这些支

持要素究竟是如何发挥其作用并对旅游业的发展产

生影响的呢 ? 从图 3 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作

用机制的运行原理和过程。

图 3 　旅游业健康发展环境支持系统作用机制图

如图 3 所示 ,法律 - 制度环境、经济 - 市场环

境、社会 - 文化环境和技术 - 生态环境四要素是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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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发展的宏观环境 ,微观环境是企业、政府、社区

以及企业相关利益者环境 ,这四者相互依赖、相互影

响、相互作用。其表现在 :

11 宏观环境 - 产业要素 - 微观环境 - 游客利益

宏观环境通过作用于旅游产业的产业组织、产

业结构、产业政策及产业发展战略等要素进而影响

其发展的微观环境 ,并最终通过旅游企业组织的旅

游活动间接影响游客的根本利益。如技术创新可以

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 ,通常情况下 ,技术创新不可能

在现存部门之间平均分布 ,它往往只能被特定的生

产部门所吸收 ,然后再向别的部门扩展。因此 ,技术

创新对总量增长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结构关

联效应实现的。结构关联效应使某一部门的技术创

新作用不断扩散 ,并使技术创新的中心发生转移。

结合以上两方面的认识 ,可以看出 ,科技进步促进产

业结构优化 ,优化的产业结构又反过来有助于技术

创新成果的进一步扩散 ,两者相辅相成。

21 游客 - 微观环境 - 产业要素 - 宏观环境

为了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给游客以美好的旅游

经历 ,首先需要改善旅游企业的运作管理。这就涉

及到协调地方政府与旅游企业、旅游资源开发与社

区居民利益以及旅游企业与利益相关企业之间的关

系 ;维护行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在政府指导下促

进区域旅游合作 ;协调旅游资源开发建设与社区居

民利益的矛盾等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需要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之下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战

略 ,并制定出相应的产业政策 ,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和建立合理的产业组织形态 ,通过实现旅游业的健

康发展推动宏观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同样以产业结

构为例 ,旅游者消费需求的变化会通过“消费水平和

消费政策制约着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制约着产业结

构”的作用方式影响到旅游产业结构的改变。

三、旅游发展环境构成要素分析

(一)政策 - 法律环境

11 法律环境

从我国现有的旅游法律体系看 ,旅游业发展和

旅游立法相对滞后的矛盾非常突出。一般说来 ,完

善的旅游法律体系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

(1)民事基本法 :约束旅游企业之间和旅游企业

与旅游者之间的一般交易规则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2)旅游基本法 :规定国家发展旅游业的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和旅游活动各主体根本性权利义务 ,它

是旅游法律体系的核心 ,为其他旅游法律、法规的制

定和实施提供立法原则 ,如《旅游法》。
(3)旅游单行法 :针对旅游业具体行业、某一要

素的法律规范 ,如《旅行社法》、《导游法》。
(4)行政法规 :由国务院颁布的与旅游有关的条

例、规定。
(5)地方性旅游法规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

的有关旅游业的规范性文件。
(6)地方政府规章 :具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制定

的有关文件。
(7)部门规章 :国家旅游局发布的相关法律实施

细则及其他。④

目前 ,我国的旅游法律体系主要是国务院的条

例 (如《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中

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 、国家旅游局的规章及

各地方性法规等 ,与完善的旅游法律体系相比 ,“旅

游基本法”和“旅游单行法”还处于缺位状态 ;有关的

民事基本法内容没有反映旅游活动的内在特殊规

律 ,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使旅游民事法律关系的

调整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 ;在立法层次上 ,现行法规

的立法层次偏低 ,没有从宏观上对发展旅游业的原

则和措施作出规定 ,仅对旅游业的纵向法律关系进

行调整 ;在立法内容上 ,较多的体现计划经济部门割

据的行政色彩 ,较少反映旅游经济规律及统一市场

的产业特征 ;在立法水平上 ,各地方法规由于缺乏国

家综合性法律的约束和引导 ,导致水平参差不齐 ,实

施效果不一 ,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 ,

造成旅游经济的地域分割 ,阻碍了统一的旅游市场

的形成。

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 ,在全国

政协召开的十届三次会议上 ,部分政协委员递交了

《关于要求加快旅游立法》的提案 ,反映了人们对旅

游业快速、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相信随着旅游业

的深入发展 ,旅游行业的运行会越来越规范 ,并将充

分发挥其动力产业的作用 ,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

展。

21 产业政策环境

我国旅游产业发展起步较晚 ,但经过二十多年

的高速发展 ,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从过去

基本上是单一的旅行社产业发展成为包括行、住、

食、游、购、娱等门类较齐全的产业结构体系 ,初具产

业规模形态。据统计资料显示 ,我国旅游入境人数由

1978年的 202.61 万人次增加到 2005年的12029.23 万

人次 ,同期外汇收入由 3.28 亿美元增加到 292.96

亿美元。⑤但是我们也应看到 ,我国现在旅游业发展

水平还比较低 ,同发达国家相比 ,存在很大的差距。

2004 年我国旅游业外汇收入 257 亿美元 ,只占世界

份额的 4.1%, 而同年 ,美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

德国、英国的国际旅游收入分别占世界份额的

12% 、7.3% 、6.6% 、5.7% 、4.5% 、4.4% 。⑥产生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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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 ,包括经济的发展

和居民收入的增加 ,闲暇时间的增加 ,经济贸易、文

化教育、科技交流的扩大 ,航空费用的降低等。受这

些因素的影响 ,我国的旅游业表现出典型的“散、小、

弱、差”的业态 ,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有相应的产

业政策支持体系 ,为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

的条件。

目前 ,我国已经积极研究制定了旅游业的产业

支持促进政策 ,如优势产业政策、国债投入政策、旅

游消费政策、旅游扶贫开发政策等 ,取得了一定效

果。但仍然缺乏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旅游产业政策 ,

现行的部分政策还存在对发展旅游业的明显歧视 ,

旅游业的发展在总体上仍缺少政策指导。
(二)经济 - 市场环境

11 经济环境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我国国民经济持

续增长 ,2005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7943 元 ,比 2000 年的 4998 元增加了 2945 元 ,扣除

物价因素 ,5 年实际增长 50.5%, 年均实际增长

8.5% ,比“九五”时期的 5.0% 还高出 3.5 个百分点。

国民消费与国民经济保持了几乎同步增长。2005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 GDP) 达到182321 亿元 ,比

2000 年的89404 亿元增加了92917 亿元 ,年均增长幅

度保持在 9.3% 以上。

众所周知 ,旅游需求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人们的

经济水平 ,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是 ,当人均 GDP达到

一定水平后 ,旅游消费将进入需求爆发期。根据恩

格尔定律 ,恩格尔系数越低 ,则表明人们的生活水平

越高 ,即人们可以用于旅游消费的可支配收入增加 ,

从而导致人们对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我国城镇

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2000 年为 6280 元 ,到

2005 年已经增加到 10493 元 ,增加了 4213 元 ,扣除

价格因素影响 ,5 年实际增长 58.3% 。相应地 ,恩格

尔系数从 39.4 下降到 36.7, 减少了 2.7 个百分点。

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 ,标志着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

进一步提高。根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支配方向 ,可

以看出其消费偏好 ,如图 4 所示。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05) 数
据整理而成。
图 4 　2005 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偏好

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7943

元 ,其中 , 食品支出 2914 元 , 占消费总支出的

36.7% ,医疗保健支出为 601 元 ,占 7.6%, 教育文化

娱乐的消费支出为 771 元 ,占 9.7%, 交通通信消费

支出 997 元 ,占 12.6%, 旅游支出 737 元 ,占 9.2%,

其他为1923 元 ,占 24.2% 。消费结构趋于优化 ,作

为基本生存需要的食品、衣着和用品类消费占消费

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和稳定 ,旅游、无线通信以及服

务性消费成为城镇居民消费的热点和亮点 ,居民生

活质量显著提高。

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并拥有较长期的良好

预期 ,成为世界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 ,从这一点来

看 ,不仅有利于我国国际旅游业的发展 ,也为国内旅

游市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旅游业对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 (见表 1) 。

表 1 我国旅游业总收入占 GDP的比重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 ( GDP)
(亿元)

旅游业总收入
(亿元)

比重
( %)

2000 89 404 4 519 5.05
2001 95 933 4 982 5.19
2002 102 398 5 551 5.42
2003 116 694 4 869 4.17
2004 136 515 6 816 4.99
2005 182 321 7 686 4.22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旅游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而成。

由表 1 可知 ,我国旅游业总收入呈持续上升趋

势。截止到 2005 年 ,我国旅游业总收入达到7686 亿

元 ,比上年增长 12.37%, 占当年 GDP的 4.22%, 达

到了作为国民经济结构中重要产业的硬性量化指

标 ,但这一结果与支柱产业 8% 的要求还有一段距

离。但从发展态势来看 ,我国旅游业的增长势头十

分强劲 ,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全面发展 ,旅游总收入

将会有更大的涨幅 ,达到支柱产业地位只是时间问

题。

21 市场环境

目前 ,我国旅游的客源市场已初步形成体系 ,基

本构成了相对稳定的客源地 ,但旅游市场的分布结

构和消费结构尚不够合理 ,就国内旅游的需求来讲 ,

从产品结构到基础服务设施都存在供给与需求脱节

的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旅游业的产出水

平。所以必须进一步优化市场结构 ,加快旅游客源

市场多元化发展。

根据我国 2000-2005 年 GDP的增长及相应旅

游消费的调查可以看到 (见图 5) ,随着我国宏观经

济的持续向好 ,国内旅游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势头。

十一五规划中提出 ,今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要

形成“三个市场”协调发展的局面 ,即全面发展国内

旅游 ,积极发展入境旅游 ,规范发展出境旅游。国内

旅游地位的提高反映了旅游市场环境的变化。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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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农业旅游、工业旅游、健身旅游、科普旅

游、教育旅游、会展旅游、商务旅游等新型旅游方式

的出现和发展 ,本地和周边市场将成为我国旅游的

主要客源市场。由于本地和周边市场的客源相对比

较固定 ,客流的重复性比较高 ,旅游消费具有弹性和

层次多元化的特点 ,有针对性地推出一些旅游产品 ,

开展营销活动 ,将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

推动作用。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旅游统计年鉴数据整

理而成。

图 5 　GDP与国内旅游消费的关系

(三)技术 - 生态环境

11 技术环境

现代科技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着高新技术在

旅游业中的广泛应用 ,并促进了旅游业自身管理和

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 :

(1)旅游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目前全国的旅

游网站主要分为四类 :一为门户网站 (如新浪、搜狐、

网易等)的旅游频道 ,对一些旅游景点、旅游路线、旅

游知识等方面做简单的介绍 ,但因不能全面地提供

整套的旅游服务和缺乏专业资源的支持而竞争力不

强。二为传统旅游企业自建的网站 ,如昆仑在线、青

旅在线等 ,这类网站虽基本具备宣传自我和发布信

息的功能 ,但还不能提供全面的旅游服务。三为专

业旅游网站 ,如中国旅游资讯网、西部旅游信息网

等 ,它们一般有风险投资的背景 ,能以良好的个性服

务和强大的交互功能迅速抢占网上的旅游市场份

额。四为政府背景类应用服务供应商 (ASP) 网站。

这类网站以国家“金旅工程”公共商务网 ———金旅雅

途网为代表 ,它们自身不经营旅游业务 ,而是要构建

一座“旅游电子商厦”,为旅游企业提供电子商务平

台 ,以全面解决旅游企业上网营销、管理的问题。⑦

(2)管理信息系统在旅游业中的广泛应用。目

前在我国已经广泛应用的系统有旅游业宏观管理信

息系统、中央预订系统、物业管理系统、旅行社业务

信息管理系统、旅游目的地信息系统等 ,使得所有服

务如预订机票、车票、酒店房间、旅行路线、景点介绍

等只需在家中操作即可完成。如机票预订系统的运

用 ,旅游者只需利用电话或网络就可预订机票 ,极大

地方便了旅游者出游 ,也大大提高了旅游业各部门

的管理效率和能力。

21 生态环境

旅游生态环境是有自控能力的开放系统 ,当生

产、旅游等活动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时 ,系统

就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产生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

当旅游经济活动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时 ,就会导

致生态环境恶化。这些变化短期内表现可能不明

显 ,但从长远来看 ,最终会影响资源的永续利用 ,影

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旅游业目前所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包括 :

(1)水资源锐减、水污染严重 ,导致旅游生活用

水紧张以及一些以水体为主的旅游景点消失。水资

源锐减的同时 ,水污染也日趋严重。工业废水、生活

废水及旅游区废水不加净化和净化未达标准便排入

景区水体 ,严重污染水体旅游资源。
(2)旅游区水土流失严重。旅游资源的不当开

发 ,使地貌和植被遭受破坏 ,尤其是公路两侧、湖泊

水库两侧、宾馆和房屋等建筑物所在地更为突出。
(3)大气污染威胁加剧。大气污染导致气候变

化、酸雨、粉尘、固体废物污染及生物旅游资源的减

少 ,严重威胁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⑧

(四)社会 - 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作为旅游业发展的软环境 ,与地

区的经济状况紧密相关。若地区经济较发达 ,居民

收入基本处于小康或以上水平 ,消费能力较强 ,有较

高的出游能力和整体消费意向 ,且能在本地区或临

近区域形成强大的旅游消费市场 ,那么反映在社会

文化形态上 ,则是居民意识比较开放 ,社会文化系统

以动态多元化为基本特征 ,对外界文化冲击多持宽

容包纳态度。所以 ,在经济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旅游

对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区居民的态度

上。

Allen、Long、Perdue和 Kieselbach(1998) 在他们的

研究中指出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与旅游发

展的程度与其所处的阶段有关”,并把这种态度划分

为 5 种不同的程度 : (1) 欢欣愉快的程度 :旅游发展

之初 ,当地居民十分积极 ,他们满怀善意地接待旅游

者 ,双方都感到很满意。(2) 冷漠的程度 :旅游业发

展起来以后 ,人们变得以盈利为目的 ,人与人之间的

接触也形式化起来。(3)愤怒的程度 :当发生瓶颈效

应或饱和现象 ,或者当本地发生已不能单独解决的

旅游问题时 ,愤怒情绪也就出现了。(4) 对立的程

度 :愤怒越来越公开 ,旅游成了当地发展带来的所有

弊端的替罪羊 ,旅游遭到坚决否定。(5) 最终的程

度 :当某些人谈论他们所失去的天堂时 ,另一些人则

试图学会在与过去全然不同的一种生态系统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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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如果这一旅游地大得可以接待大众旅游 ,那么它

就将继续发展下去。⑨这个结论生动地描述了在旅

游发展过程中 ,旅游活动与社区居民利益发生冲突

的原因及过程 ,同时也反映了旅游给当地社会文化

环境带来的影响。

这种影响通常表现为正反两方面 ,即积极的影

响和消极的影响 :

(1)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旅游地传统文化的

弱化、同化或变异 ;片面追求旅游效益导致传统文化

的商品化、庸俗化 ;传统价值观的退化、丧失 ;伪文化

形态的充斥导致卖淫、犯罪、赌博和社会伦理失范等 ,

使人们对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发展前景忧心忡忡。
(2)积极的影响。表现在旅游地对外开放力度

的加大和步伐的加快 ;民族认同意识的唤醒和强化 ;

社会文化环境的复苏和重整 ;传统文化习俗的复兴

和当地居民文化自豪感的加强 ;封闭社会文化氛围

的打破和异域文化的良性示范效应等 ,促进了旅游

地的社会文化风貌和居民社会心态、文化观念的改

变 ,加速了旅游地社会文明进步的脚步。

四、结论

旅游业是一个产业关联性极强的综合性产业 ,

其发展必须全面考虑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 ,因此 ,需

要环境支持系统充分发挥其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 ,

不仅需要协调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环境因素的

相互关系 ,还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支持方法和措施。

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促进政策 ,优化产业结构 ,建立

多渠道筹资、投资和融资体系 ,促进旅游发展 ;加快

旅游立法进程 ,实现依法治旅 ;实施企业制度创新 ,

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和竞争有序的产权市场 ,完善

旅游市场机制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实施绿色开

发 ,发展和谐旅游 ;转变旅游企业经营观念 ,利用信

息技术 ,发展旅游网络营销。其中 ,对于在各种措施

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正向或负向的关联 ,寻找

如何充分发挥其整体效力的办法是取得预期支持目

标的关键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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