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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及评价研究
*1

李丽 张杰然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双重战略下，重庆旅游业发展也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为实现重庆旅游

产业的转型升级，达到提质增效的目的，有必要对目前重庆旅游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在了解重庆旅游产业发展

现状的基础上，为重庆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和转型升级奠定良好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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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枢纽，占据着过“渝新欧”国际班列和长江黄金水道的优势，将进一步带动重庆

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旅游业，作为重庆产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项，也是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的要素之一，在重庆产业占据着

重要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重庆市旅游产业发展现状研究，促进重庆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重要的现实基础。

1 重庆市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旅游产业，是否能称为产业，在学术界还存在争议，但是在现实的经济运转中，旅游业一直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支撑力量。

据此，根据旅游六要素等相关的理论知识，将从旅游产业经济、旅游资源、旅游产业结构等方面对重庆旅游产业现状进行分析。

1.1 旅游产业总体规模快速增长

近年来，重庆市旅游行业围绕“把旅游业培育成为综合性战略支柱产业和加快建设国家知名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全力推

进旅游业改革发展、转型升级，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000-2016 年重庆旅游总人数从 0.31 亿人次上升至 4.51 人次，17 年间年

均增幅约为 17.13%；此外，从 2000 年至 2017 年 17 年间，重庆市旅游总收入从 137.05 亿元增长到 2645.21 亿元，年均增长率

为 19.02%，由图 1可知，不管是从旅游总人次还是旅游总收入来说，重庆市旅游产业总体规模在 17 年间得到快速增长。

从重庆市三大旅游市场来看，2016 年接待入境游客 316.58 万人次，2000 年接待入境游客 26.6 万人次，年均增幅为 15.68%；

从国内市场来看，2016 年接待国内游客 44769.55 万人次，实现了国内旅游收入 2533.21 亿元；从出境旅游市场来看，2016 年

通过出境社组织的出境旅游者达到 196.24 万人次，其中出国旅游人次达到 174.15 万人次。

1.2 旅游资源数量相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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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依托物，是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的核心要素。因此，重庆旅游产业的发展必须要梳理旅游资

源数量与品质。2016 年，重庆市拥有国家 A级旅游景区 214 个，比 2015 年增加 16 个，其中，5A 级景区 7个，4A 级景区 76个，

3A级景区 80 个，重庆景区在 3A 级以上占据一半以上。此外，截至 2016 年，拥有市级以上旅游度假区 15 个，包括 1个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由此表明，重庆旅游资源数量相对丰富，旅游资源品质相对较高。

1.3 旅游产业结构不断调整

旅行社、酒店、旅游景区一直以来是旅游发展的三大支柱。从旅行社数量来看，2016 年重庆市旅行社数量达到 587 个，比

2015 年增加了 28 个。其中，2016 年出境旅行社数量为 73个，比 2015 年增加了 11 个；一般旅行社数量 520 个，比上年增加了

23个。从旅行社总量变化来看，旅行社的服务质量逐步提升，行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从酒店业来看，2016 年重庆市星级饭店

总数为 225 个，比 2015 年减少了 7个，其中，撤销星级酒店 11 个，新增星级酒店 4个。从星级酒店数量的变化这个指标来说，

行业内部对酒店进行整合。此外，Airbnb、蚂蚁短租等共享经济模式下的短租、民宿等对重庆市酒店行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刺激重庆市酒店行业不断进行自身内部转型升级。从旅游景区来看，景区服务质量逐步提升，提供的旅游资源类型较为丰富。

1.4 旅游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为实现把旅游业作为全市综合性战略支柱产业的目标，2016 年重庆市做出了各方面的努力，拥有五星级游轮 22 艘，积极创

建全域旅游示范区，乡村旅游建设突出，拥有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14 个，有 46个市级重点旅游项目，20 个国家旅游优选项

目，8 个国家重点建设营地项目即自驾车房车项目。此外，2016 年重庆市旅游商品企业 267 家，生产销售总额 86.52 亿元。总

而言之，重庆市在旅游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方面不断完善，为实现国家知名旅游目的地的目标不断努力、不断完善。

2 重庆市旅游产业发展评价

2.1 重庆旅游产业粗放型发展色彩较强

重庆旅游产业规模较小，突出表现在重庆旅游企业综合竞争力较弱，主要表现在旅游企业规模小、经营分散、品牌知名度

不高等方面。以 2016 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来看，重庆在全国的比重为 1.41%，比重较低，这显示出重庆旅游业的发展在全国还

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此外，重庆实力雄厚的旅游企业集团较少，在区域旅游竞争中无法占据优势。比如重庆市旅行社，数量多且品质也高的较

少。从重庆市旅游从业人数来看，直接从业人员 41.67 万人，间接从业人员 208.35 人，仍以劳动数量为支撑的产业。此外，虽

然在 2016 年有万达集团、美国六旗集团、中国中铁集团等的资本投入，全重庆旅游投资 1581.27 亿元，资本介入旅游业慢慢强

劲，但是资本、技术对重庆旅游产业的支撑仍较为薄弱，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重启旅游产业发展以粗放型发展色彩较浓

为主。

2.2 重庆旅游品牌影响力低

重庆旅游资源数量丰富，但是能把众多类型的旅游资源整合成精品旅游产品的却是很少，缺乏特色产品以及旅游产品单一

化均是制约重庆旅游品牌影响力的重要原因。虽然在 2016 年，重庆为提升旅游形象，做了相关的工作与努力，比如在央视与美

国 ABC 电视台播放重庆旅游宣传片，成功举办 2016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重庆香山旅游峰会，让国内外游客进一步了解重庆旅游

业。但是，从重庆旅游长期品牌的塑造来看，其核心还应该是重庆旅游产品的打造，整合长江三峡旅游资源，形成精品旅游线

路。深挖重庆旅游文化内涵，打造特色旅游产品。否则，在今后很长时间段里面，重庆旅游品牌影响力仍然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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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重庆旅游区域发展不均衡

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布局下，重庆重点推进长江三峡旅游金三角(奉节、巫山、巫溪)和“万开云”板块一体化建设。但

是，目前重庆旅游业发展较为突出的版块主要集中在重庆都市圈、乌江画廊、少数民族风情区，到这几个区域的旅游人数占据

了重庆市的大部分，相比其他地区，旅游业发展较为落后，缺乏合理规划，在区域范围内不能形成有效的辐射作用，旅游带动

作用不强，导致重庆旅游产业发展在空间分布上不均衡。

此外，重庆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城市与农村也存在不均衡发展现象。虽然农村地区占据着旅游资源的优势，但是不能有效将

这些旅游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使得农村地区旅游业的发展落后于城市地区。同时，在农村地区，乡村旅游的开发与利用也存

在一定的问题。在重庆，乡村旅游主要体现在农家乐的发展上，重庆农家乐规模较小，限制旅游收入，未能将农家乐进行统筹，

形成一条具有农村特色的乡村旅游产业链。这些均是重庆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旅游业发展存在差距的重要体现。

3 总结与建议

重庆旅游产业应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理、战略优势，在整合自身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对重庆宁旅游产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

解。通过本文的分析，发现重庆旅游产业发展呈现如下特征:一是重庆旅游产业规模在相对较小的基数上呈现快速发展的状态；

二是重庆旅游产业结构在分散情况下逐步走上均衡发展道路，为重庆旅游业提质增效奠定良好的基础；三是，重庆旅游资源数

量相对丰富，但是旅游品牌、旅游知名度还缺乏进一步的打造；四是重庆旅游设施设备不断完善，为重庆旅游产业良好发展打

下坚定的基础。

为此，借着“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地理优势，实现重庆旅游业提质增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提升。一是，

加大重庆旅游业结构调整力度。借助当前经济环境发展大趋势以及重庆具有的战略发展机遇，重视旅游业发展，加速旅游产业

结构调整与优化。利用本地资源优势，与旅游产业进行有机融合，有效进行旅游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联系，创造新业态，重塑

旅游产业链。二是，进一步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的投入与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不

仅仅依靠政府的规划与投入，还需要大型企业对重庆的投资与建设。政府与市场双向结合打造重庆市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

设施，可增加游客对重庆旅游形象的好感值，提升游客旅游回头率和口碑值，无形中宣传了重庆旅游业和树立重庆良好的旅游

形象，进一步为重庆经济的增长贡献一部分力量。三是，协调区域旅游产业均衡发展。科学合理进行旅游规划，形成“一带一”

或“一带多”的旅游辐射影响。同时，可加大对旅游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旅游资源开发等，促进该地区旅游产业的发

展，将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收入。四是建立区域合作关系。重庆地处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双重叠加的战略地位上，

可与这些战略区域的省市进行深度合作、深度挖掘，建立旅游区域合作关系，提升重庆旅游产业整体竞争力，促进重庆经济的

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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