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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业转型视角的浙江省临海市 

旅游产业经济影响力研究 

张英杰 

（台州学院） 

【摘 要】针对旅游业在拉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问题，选取浙江省临海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旅游经

济学、应用统计学等理论和方法，通过构建旅游经济影响力指数，对临海市旅游活动的产业关联及产业波及效应进

行了比较全面、科学、客观的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临海市旅游市场的接入量正在逐渐扩大，旅游业发展潜力

极大；旅游业在临海市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作用比较明显，但波动较大；临海市旅游产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较

2013年有较大幅度提高。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从打造多元化旅游产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旅游业、增

加自助旅游服务等方面提出提升临海市旅游经济影响力的途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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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旅游业出现后，旅游对当地社会经济影响力分析就一直是国内外旅游经济分析的重点。但由于旅游业是一个涉及经济和

社会等各方面的一种社会现象，以及统计体系和统计方法的不完善等原因，使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始终缺乏全面、科学、客

观的量化分析。现有的研究成果多为理论分析和定性研究，并且研究倾向于研究旅游经济对当地各部门的影响
[1]
。例如，马西森、

沃尔和基奥等
[2-3]

研究认为，旅游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魏小安
[4]
提出了将旅游业确定为经济增长点。实证研究方面，张帆等(2001)

以秦皇岛市旅游产业为研究对象，测算了旅游业对秦皇岛市财政收入和社会失业等方面的影响
[5]
。 

总体上，目前关于旅游产业经济影响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领域，并且针对旅游业的区域经济影响整体研究仍缺乏深度，

同时这些研究也忽视了旅游业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隐性经济代价，且大多数研究只是考虑入境旅游收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6]
，虽然

Flecther等学者对所研究地区旅游业的经济影响进行了评价
[7-8]

，但基于产业转型视角来系统性研究与实证讨论的文献更是匮乏。

鉴于此，本文基于浙江省临海市旅游产业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旅游业对临海市经济社会的影响力，旨在对临海市进一步进

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推进临海市旅游产业的良性发展、缓解临海市社会就业难与失业问题提供一定

的借鉴与参考。 

一、浙江省临海市旅游业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浙江省旅游业迅速发展。2005年以来，临海市旅游总收入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2013年全年临海市共接待国

内游客 1007.01万人次，比 2012年增长 20.8%；接待海外旅游者 8466人次，下降 83.2%。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95.86亿元，比

上年增长 24.5%。全年总收入也从 2012年的 23.486亿增长到 2013年的 95.86亿元，增长了 24.5%，2013年旅游收入占全市 GDP

比重的 22.79%(见表 1)。旅游业已经成为临海市经济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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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浙江省临海市 GDP 为 420.44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产业增加值 37.90 亿，第二产业增加值 210.87 亿元，第三产业

增加值 171.67亿元；旅游业 GDP 为 95.86亿，占第三产业 GDP 的 55.73%，其产值比较见图 1。 

 

2013年临海市国内旅游人次达 1007.01万，约占台州市的 1/5。由于临海市多年连续的宣传促销，以及临海市的紫阳古街、

临海江南长城等旅游品牌的持续打造，使临海市成为浙江省内游客度假首选的目的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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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游业对临海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分析 

(一)旅游业在临海市国民经济地位分析 

1.临海市旅游业成长性分析 

从上述表 1和表 2的统计数中可以看出，临海市在 2003—2013年期间，旅游人次和国际旅游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4.67%、

17.91%，特别是进入 2013 年以来临海的国内旅游人数激增，旅游总收放增长速度也达到 24.5%。研究表明，由于旅游基础服务

设施日益完善，临海市旅游城市形象不断得到提高。 

2.临海市旅游业发展速度比较分析 

由 2003—2013年计算出临海市旅游收入及与其他产业增长率对比情况，见表 3。 

由表 3中可以看出，临海市旅游业年增长率为 35.8%，远远高于其他三大产业的年增长率。研究表明，近十年来，浙江省临

海市旅游产业持续增长，且对临海市国民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 

(二)2013年临海市旅游消费现状与全年平均旅游影响系数 

为了计算 2013年临海市旅游产业的影响力，研究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通知自制问卷，对旅行社及宾馆等部门进行随机抽

样，以获得 2013年度临海市旅游消费情况。 

从表 4中可以看出，2013年临海市国内外旅游消费高达 301.24亿元，入境消费 21.42万元，占旅游总消费的 14.3%，由于

入境人数少，所以入境旅游消费偏低。直接影响全年平均旅游的系数计算公式为： 

Y=∑yini  i=1，2，3 

式 1中，Y表示年平均旅游影响系数；其中 ，为旅游季节影响某行业的旅游消费收入与该行业总收入的比率；

ni为旅游影响系数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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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算发现，2013年临海市旅游业影响的行业中，最高的是铁路客运业，影响系数为 0.79，即铁路客运业每收入 100元钱，

其中就有 79元钱是由旅游业产生。 

 

(三)临海市旅游产业的乘数效应 

旅游乘数效应是指旅游业创造的总效益与其创造的直接效益之比。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 2中，当旅游收入产生的增加值比例越高，乘数效应越大。为此，得出临海市旅游影响 12个行业平均旅游乘数值。 

研究表明，投资乘数最大的是旅游业，乘数值为 2.91，说明，浙江省临海市旅游产业每投资 100 元可产生 291 元的乘数效

应，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对浙江省临海市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效应。由此也可以推算出 2013年临海市旅游业收入对临海当

地经济总量增长的影响情况。 

 

 

经计算可知，2013年浙江省临海市旅游业直接影响的行业中，产出效应最大的依然是旅游业，研究证明，2013年浙江省临

海市每增加 100 元钱的旅游收入，可以直接产生 298 元总消费支出，说明，发展旅游业可以拉动临海市经济消费总支出，进而

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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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临海市旅游产业经济影响力提升的途径与对策 

研究表明，旅游业是一个关联度高、牵拉力强的产业群体，其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会通过直接与间接影响行业而得到成倍的

放大。发展旅游经济一定要着眼于全局，从浙江省临海市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来看，“人口剧增、资源紧缺、环境恶化”依然严重

制约着临海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转型既是大势所趋，更是现实需要。丰富的滩涂资源和滨海自然旅游资源为旅游业的发

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作为台州市的副中心城市，临海市如何将旅游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以旅游带动城

市经济发展的经营理念值得思考。 

(一)打造多元化旅游产品，积极发展滨海旅游业 

临海市拥有紫阳古街、江南长城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由于旅游产品结构单一、旅游线路单调，严重制约了临海市旅游业

的发展。为此，临海市应突破传统的滨海旅游，完善旅游产品结构，积极发展海岛游钓业，打造渔业休闲度假基地。围绕度假

旅游，临海市将着力开发门头港、湿地等高端精品旅游产品，并推动影视旅游等休闲娱乐项目建设，加快度假单元旅游产品“转

型升级”。同时，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和民间文化等，培育浙商文化旅游品牌等一批特色精品旅游线路，以此增强市场吸引力。 

(二)发展有限型政府主导旅游发展模式 

有限型政府主导旅游发展模式是现阶段旅游业关注的焦点。以政府为主导的旅游发展模式就是按照旅游业自身的特点，在

旅游业初级阶段，充分发挥政府的有效职能作用，争取旅游业更大的发展
[9]
。实施有限政府主导的旅游发展模式是我国现阶段旅

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临海市应借鉴国内外旅游业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前提下，政府需

要加强对旅游业的领导，在做好前期规划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宏观调控和旅游法规建设等，筹集和引导社会资金加大旅游投入，

实现政府主导、市场调控和企业运作相结合的旅游业管理体制，促进临海市旅游业快速发展。 

(三)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旅游业，扩大旅游业的融资渠道 

浙江民间资本发达，如何引导这些民间资本将是浙江省临海市旅游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一方面，临海市政府应制定优

惠政策，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采取多种形式合理投资旅游资源以及其他具有旅游价值的各种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临

海地区的市民要转变传统的理财观念，支持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发展，积极投资旅游业，提高民营旅游企业竞争力。 

(四)加强旅游教育培训和旅游人才队伍建设 

近年来，随着临海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暴露出临海市旅游人才的紧缺和旅游软环境的不匹配。旅游业的竞争说到底就是

旅游专业人才的竞争，所以应该针对目前临海市旅游人才队伍建设的薄弱环节，努力提高大专院校旅游教育培训水平，培育拥

有各方面综合知识技能、旅游文化创意人才以及管理等能力的旅游人才队伍。为此，临海市旅游业应全面开展校企合作，采取

订单式的培养方式，促进临海市旅游人才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的良性互动。同时，要建立健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旅游人才工作

机制，最终提高临海市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推动其对国民经济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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