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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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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和贸易自由化的持续推进，全球旅游服务贸易蓬勃发展。基于对浙江

省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的分析，结合波特的钻石模型和 SWOT 分析法对浙江省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进

行分析认为，浙江省在生产要素、区位和相关产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我国加入 WTO为浙江

省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管理不规范、品牌建设意识薄弱、外需疲软等威胁和挑战，最

后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分别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浙江省，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SWOT，钻石模型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世界经济重心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其中以浙

江省旅游服务贸易增长尤为显著。然而，现阶段浙江省旅游服务贸易发展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重点研究浙江省旅游服务贸

易的国际竞争力。 

一、浙江省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根据 2013年《浙江统计年鉴》和《浙江旅游统计年鉴》，选取浙江省入境旅游人数、市场来源、国际旅游收入以及旅行社

外联接待四个指标来进行分析。 

(一)入境旅游人数 

2006—2012 年，浙江省入境旅游人数持续稳定增长，国际入境旅游发展态势良好。2006 年，浙江省入境旅游 426.83 万人

次，2012年，增至 865.93万人次，同比增长 11.9%，是 2006年的 2倍多(见图 1)。 

(二)入境游客的客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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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浙江省入境游客客源的分布情况：亚洲的旅行者最多，达 275.6 万人次(占旅游总人数的 51%)，同比下降 5.1%，

其中，韩国和日本的游客最多，韩国旅客入境量为 85.7万人次，日本为 56.7万人次；欧洲位列第二，达 149.1万人次(占比 28%)，

同比增长 9.9%；美洲的游客人数位列第三，为 77.7万人次(占比 14%)，同比下降了 0.7%，其中美国游客最多，为 44.2万人次(如

图 2)。 

(三)各地市入境旅游情况 

2012年，杭州、宁波和金华接待入境旅游人数位列浙江省前三名，分别为 316万、127.3万和 79.7万人次。而入境旅游收

入方面，丽水取代金华，同杭州、宁波占据前三位，主要原因是丽水市拥有众多侨胞，这些华侨入境停留的时间通常较长，花

费也较多。从增长速度看，丽水市和温州市的入境旅游人数同比增长都超过 20%，入境旅游收入分别增长 30.6%和 23.6%(具体见

表 1)。 

 (四)旅行社外联接待情况 

2012年，浙江省各地市旅行社接待的入境游客总量达 81.7万人次，规模较大，但同比下降了 22.5%，仅占浙江省接待入境

旅游总人数的 9.4%。2012年，浙江省旅行社的外联入境游客仅有 70万人次，同比下降了近 30 个百分点，只占浙江省入境游客

总人数的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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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浙江省住宿房的平均客房出租率只有 55.35%，同比下降 2.03%；平均床位出租率为 56.47%，同比增长 4.44%；客

房均价约为 295.98 元/间，同比下降 8.4%。其中星级酒店的入住率只有 54.09%，同比下降 4.02%；床位平均出租率虽然同比增

长 0.48%，但也只有 51.97%；平均价格为 335.09元/间，同比下降了 0.1%。 

二、浙江省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 

(一)优势分析 

结合钻石模型，主要从生产要素、相关辅助产业和区位优势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旨在阐明浙江省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的关键决定因素。 

1.生产要素优势 

自然资源方面。浙江省地貌多样，东部地区以沿海丘陵为主；南部为山地；西部地区丘陵盆地相间；北部则拥有广阔的冲

积平原。浙江省多山地丘陵，著名的会稽山(中华九大名山之首)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此外，浙江省内的水域风光也十分丰富，

钱江潮、西湖、南湖、千岛湖、京杭大运河等，都在向世人展现其独特的自然景观。 

人文景观方面。浙江省历史文化悠久。上至新石器时代出现的良渚文化，下至现代化的浙江精神，都在彰显着浙江人文特

色。杭州、金华、嘉兴和绍兴是著名的历史名城，西湖于 2011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不仅如此，桑蚕养殖、丝织技艺、青瓷技

艺和篆刻也都是十分宝贵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旅游产品方面。浙江省旅游企业为了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有效地利用当地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推出了避暑度假、民

俗风情、农家乐等多元化的特色旅游产品。以宋城集团为例，作为浙江省首家在创业板上市的旅游公司，成功打造了“宋城”

和“千古情”两大旅游品牌，实现了浙江省旅游企业上市的“零突破”。 

旅游从业人员方面。截至 2012底，浙江省共有一百多家旅行社具备组织出境游的相关资质，比 2011年增加了 21家；具有

组织赴台游资格的旅行社比 2011 年增加了 5 家，达到了 14 家。与其他省市相比，浙江省旅行社、总出境旅行社和台湾旅游团

资格人数高居榜首。2011年，浙江省共组织各类旅游考试 16次，参与考试的人数达 15000余人，其中 222人获得了国家旅游局、

饭店旅行社经理岗位职务的培训证书，2540人获得了导游员资格证书，67人获得了中级导游员证书、62人获得了高级导游员证

书。庞大的旅游从业人员队伍也促进了浙江省旅游服务贸易不断发展。 

2.相关辅助产业优势 

浙江省具有较为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旅客基本可以实现多种交通工具随意换乘。目前浙江省共有 7 个机场，2011 年累计

起降 251600架次，旅客吞吐量达 2871.4万人次，旅客发送量 1520万人次。动车与高铁的开通，大大缩短了省内通行时间；2012

年全省铁路营业里程近 1700万公里，共运送近 8000万人次。 

杭州、宁波和温州经济比较发达，拥有众多港口，成为了浙江省的主要购物中心。浙江省最鲜明的旅游特色就是主题公园

众多，例如杭州乐园、杭州野生动物园、杭州极地海洋公园、宁波凤凰山主题公园等。而上海在建的迪士尼公园未来势必也会

对浙江省旅游业带来更大的辐射作用。 

3.区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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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临海，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仅利于开展对外交流，也利于向内陆地区辐射扩张。由于与上海市毗邻，浙江省在商品流

通、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方面均可享受其辐射带动作用。从发展国际旅游服务贸易角度看，浙江省可以说是一个有着多

层次开发格局的省份，经贸发展较为活跃，拥有国家级一类口岸和省级二类口岸 10个，有 67 个市县对外国人开放，更有 37个

市县成为省级沿海经济开放区。 

(二)劣势分析 

1.旅游企业管理不规范 

浙江省旅游企业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其中大部分为家族企业。旅游企业多而散，小而杂，无论资金量还是销售额，远不

如国外航母式的旅游企业。不仅如此，企业战略定位不清晰，行业内存在恶性竞争现象。虽然近年来，浙江省采取措施对旅游

企业进行整顿，淘汰了一部分落后企业，但仍有很多民营企业没有完成现代公司制度改革，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手段滞

后，管理人才严重匮乏，传统落后的管理模式极大地制约了浙江省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 

2.品牌建设意识薄弱 

浙江省旅游企业品牌建设意识普遍薄弱，缺少名牌产品支撑，在竞争中处于弱势。“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根深蒂固，

并未将品牌建设提升到企业战略高度，品牌规划和广告宣传力度明显不足。加之一些旅游企业强行推销旅游产品，存在在旅游

过程中强迫游客购物等不正当行为，在游客中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进而招致品牌危机。 

3.外需疲软 

中国香港、台湾、澳门以及韩国、日本、美国是浙江省旅游服务贸易的主要出口市场，占全省旅游服务出口总额的 3/5 以

上。一方面，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以上国家和地区的旅游客源需求大幅萎缩；另一方面，我国对大洋洲和非洲等新兴市场旅

游客源开发不足，导致这些市场对浙江省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参与度和贡献率并不高。 

(三)机遇分析 

1.政府的大力支持 

近年来，浙江省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旅游服务产业的财政支持力度，特别是在旅游基础设施、宣传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进一步提升浙江省国际旅游服务贸易水平，2010 年，浙江省出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加快旅游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旅游经济强省和加快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此外，各地市政府还根据实际情况，

分别在税费等方面对旅游企业给予了大力支持。 

2.我国加入 WTO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旅游产业链也在不断延长。自加入 WTO 以来，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越来

越密切，并签署了《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逐步放宽旅游服务市场限制，预计到 2020年，旅游业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

产业。浙江省作为我国重要沿海旅游开放省份，旅游服务贸易面临更多的机遇。 

(四)威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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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威胁主要来自日趋激烈的国际旅游市场竞争压力。随着《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签署，国际旅游市场逐步开放，各

国旅游签证审批手续逐渐简化，浙江省旅游市场在获得巨大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国内国外市场竞争的重大挑战。近年来

浙江省内外商独资或者合资的旅行社越来越多，这些企业无论在资金、管理经验还是在导游队伍方面均具有强大优势，这使得

浙江省内旅游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2.内部环境 

内部环境威胁来自于国内其他省市及省内旅游企业的竞争压力。目前浙江省虽然拥有旅行社近 2000 家，但只有不足 10 家

旅行社能够进入中国旅行社百强行列，其余大部分旅行社的竞争力都相对较弱，企业规模小、产品雷同，导致恶性竞争现象时

有发生。此外，健全的法制环境是旅游产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尽管近年来，我国已经陆续出台了众多旅游行业管理相关的

法律法规和条例，但与国际规范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亟待完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浙江省旅游服务贸易在生产要素、区位和相关产业上都具有明显优势，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也为提升浙江省旅

游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奠定了坚定基础。但同时，浙江省旅游企业也面临管理不规范、品牌建设力度不足、外需疲软、行业

内恶性竞争等威胁和挑战。 

进一步提升浙江省旅游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离不开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一方面，政府应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加快基

础配套设施建设，建立多元化的旅游业建设投资机制，鼓励旅游企业创新、创汇。同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大旅游行业

管理力度，为旅游服务贸易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旅游企业在合理开发利用省内旅游资源，大力实施品牌

发展战略的同时，应强化旅游区域合作，加大国际旅游市场的开发力度，实现旅游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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