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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旅行社业区域竞争力及其演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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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采用熵值法及障碍度模型,通过分析安徽省旅行社业近年来的经营数据,评测竞争力发展现状,探索

演化规律和影响要素。结果表明:从现状格局来看,安徽省旅行社业竞争力水平地域空间分异明显,各地域水平差距

较大,级化现象较为严重。从时局演化来看,旅游业或经济发展“热点”的区域处于稳定及快速发展的态势,“温

点”及“冷点”区域发展相对缓慢;同时区域旅行社业竞争力逐步产生扩散效应,趋向均衡发展。从障碍度分析来看,

管理水平、人力资源及企业规模对竞争力水平影响最大,且三个影响因素存在时间差异,但在空间上均呈现集聚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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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发展迅猛,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高。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统计,2016年中国旅游业对国民经济

综合贡献达 11%,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旅游总收入达 4.69万亿元,其中国内旅游收入达 3.9万亿元,国内旅游人数达 44.4亿人次
(1)。因此,各省市越来越重视旅游业发展,将旅游业作为地区发展的支柱性产业、重点产业。而旅行社作为旅游业的重要载体,在

提升旅游接待服务质量、引导旅游消费以及促进旅游业发展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研究旅游业竞争力的文章较多,国

外主要着眼于旅游目的地角度[1,2,3],国内则从国家[4]、省域[5,6]、城市[7,8]等不同尺度对国内旅游业竞争力做了较好的研究。但有关

旅行社业的研究内容不多,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研究,主要着眼于旅行社的产业结构、分工体系和服务质量等
[9,10,11],对整个旅行社行业的发展问题进行探索,整体性较强。另一种是从微观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着眼于特定的旅行社,结合其

背景分析及其研究内容所体现的实质性问题,提出针对性发展建议[12,13,14]。关于旅行社业竞争力的研究较少,仅有少数学者从宏观

角度对旅行社业竞争力如何提升提出相对应的策略和建议
[15,16,17]

。本文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探索其旅行社行业区域竞争力及其

演化,并提出其障碍性因素,对于旅行社业竞争力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安徽省作为中部地区的旅游大省,其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丰富度、交通便捷度、地理区位环境等都有一定的发展优势[18],

但省内各地区差异明显,不均衡发展现象日益凸显。近年来,虽有学者对安徽省区域旅游业竞争力进行差异性评价,但对安徽省区

域旅行社业竞争力的评价尚属空白,因此,本文拟采用熵值法及障碍度模型,对安徽省旅行社业竞争力进行客观的评价,有助于了

解该地区旅行社业的发展状况,对提升旅行社竞争力提供有益借鉴。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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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熵值法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它根据所提供的信息量来决定指标的权重。在社会系统中应用时,一般认为,信息熵越

高,系统结构越均衡,差异就越小,或者变化越慢;反之,信息熵越低,系统结构就越不均衡,差异就越大,或者变化越快。所以可以

根据熵值的大小,即各指标的变异程度,计算出权重。其计算步骤如下: 

对原始数据进行收集与整理,为消除各指标的量纲、数量级的差异,且量纲不同对评价结果的影响,需要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

处理。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计算各指标的比重：  

计算各指标的熵值： ，其中 K为常数，且  

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计算各城市旅行社综合测度得分：  

式中:Xij表示第 i个城市的第 j个指标的数值,min(Xj)和 max{Xj}分别为所有城市中第 j项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2)障碍度模型障碍度模型是基于旅行社竞争力得分评价的基础上,挖出主要障碍因子,为进一步提高旅行社竞争力提供决

策参考。具体步骤如下: 

 

式中:Zj为第 j个指标的障碍度;wi为单项旅行社发展指标的权重值,X&apos;ij为第 i个市第 j个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通过计

算,得出每个地级市障碍度大于 0.1的影响性指标,并作为影响旅行社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2.数据来源 

本文中指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国旅行社统计管理系统(1)、《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1-2017 年)和《安徽省统计年鉴》

(2011-2017年)。 

三、安徽省旅行社业竞争力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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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为中国内陆省份,位于长江、淮河中下游地区,以东毗邻江苏、浙江两省,西与湖北、河南相接,北临河南与山东,南与

江西毗连。近些年,随着安徽省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旅游消费的需求也有所增加,旅行社产业稳步发展。自 2010年到 2016

年,安徽省旅行社新增 195 家,从业人员新增 1544 人,资产总额增长 69834 万元,营业收入增长 417243 万元
(2)
,取得了较好成绩,

但旅行社行业整体发展水平还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等问题较为突出。 

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旅行社业是一个以需求为导向的服务性行业,其竞争力评价隶属于产业竞争力评价范畴[19]。旅行社业竞争力是由大大小小的

企业竞争力组织而成,是旅行社在社会、政治、经济、资源、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所形成的规模、经营绩效和以及市场

业务水平的集中呈现结果。借鉴旅游业竞争力的指标选取
[20,21,22]

,综合旅行社行业竞争力特性
[23,24]

,本文从旅行社业的核心竞争力

与市场竞争力角度出发,构建旅行社指标体系,试图让测度的结果更能反映安徽省区域旅行社业竞争力水平。核心竞争力主要说

明旅行社企业内部产生业竞争力的原因,主要有企业规模、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3个首要指标。企业数、资产总额作为企业规模

的次级指标;从业人数及其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数作为人力资源的次级指标;劳动生产率、生产成本作为管理水平的次级指标。

市场竞争力指标主要说明旅行社行业竞争力对企业产生的结果,主要有市场份额和经营绩效二个首要指标。本文选取市场占有率

作为市场份额的指标;营业收入、旅游接待人次、旅游组织人次、旅游外联人次作为经营绩效的指标。旅行社行业利润较薄、利

润率较低,利润指标对研究的实际意义不大,不能反映行业情况,故未取用利润指标。主要评价指标见表 1。 

表 1旅行社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首要指标 次级指标（单位） 序号 指标属性 

 核心竞争力 企业规模 企业数（家） C11 + 

安徽省   资产总额（千元） Cl2 + 

旅行社  人力资源 从业人数（人） C13 + 

业竞   大专以上学历（人） Cl4 + 

争力  管理水平 劳动生产率（千元/人） Cl5 + 

   生产成本（千元/人） C16 - 

 市场竞争力 市场 市场占有率（％） C21 + 

  经营绩效 营业收人（千元） C22 + 

   旅游接待人次（人） C23 + 

   旅游组织人次（人） C24 + 

   旅游外联人次（人） C25 + 

 

注:劳动生产率=营业收入/职工人数;生产成本=固定资产原值/接待旅游人数;市场占有率=组织(外联)旅游人次/全省旅行

社组织(外联)旅游总人次。 

2.旅行社业竞争力格局 

依据安徽省“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将安徽省划分为四大旅游目的地,分别是:合肥经济圈旅游区、皖南示范区、皖北文

化生态旅游区以及大别山扶贫旅游示范区。根据熵值法计算分别得出 2016年安徽省各地市旅行社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市场竞争

力以及综合竞争力得分及排名,结果见表 2。 

首先,从总体的现状格局来看,旅行社业竞争水平地域空间分异明显。2016 年安徽省旅行社业综合竞争力水平得分较高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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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要分布于皖南示范区和合肥经济圈旅游区,综合竞争力水平得分较低的城市主要分布于皖北文化生态旅游区和大别山扶贫

旅游示范区。皖南示范区形成以传统旅游城市黄山市为核心,向周边旅游城市如安庆市、池州市等沿散的竞争格局,旅行社业竞

争力水平均较高;合肥经济圈旅游区形成以经济发达城市合肥市独大,其他城市较弱的格局;皖北文化生态旅游区和大别山扶贫

旅游示范区区域的旅游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温点”或“冷点”阶段,旅行社业竞争力水平普遍不高,但分布较为均

衡。 

从各地市的现状来看,旅行社业竞争力水平地域差距较大。安徽省各地市旅行社业竞争力水平在总得分上存在较大差距,且

综合得分较低的城市占比较大,表明处于中等水平和较低水平的区域较多。由总得分可知,2016 年安徽省旅行社业竞争力水平地

市得分级化现象明显,其中综合得分最高的合肥市达 86.74(相对得分),综合得分最低的蚌埠市仅有 1.84;并且仅有合肥市、黄山

市、芜湖市得分处于 30以上,其他地市均处于 30及以下。 

从各竞争力得分来看,在同一排名的基础上,安徽省区域旅行社业核心竞争力得分较高于市场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且市场

竞争力得分最低。这说明安徽省区域旅行社业拥有足够提升竞争力水平的能力,但在其市场运作过程中,其产出效应并没有达到

较优水平。从各竞争力排名来看,综合竞争力的排名情况与核心竞争力大致相同,这说明核心竞争力对综合竞争力的影响较为明

显。 

表 2 2016年安徽省各地区旅行社业核心和市场竞争力得分与排名 

地区 城市 
核心竞争力 市场竞争力 综合竞争力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合肥经济圈旅游区 合肥 98.61 1 75.80 1 86.74 1 

 滁州 23.00 8 2.09 15 13.57 8 

 淮南 21.10 11 24:19 3 11.99 11 

皖南示范区 黄山 72.13 2 65.61 2 63.49 2 

 池州 27.60 4 11.17 6 16.86 4 

 宣城 25.16 7 21.34 4 15.91 5 

 安庆 25.63 5 8.06 8 15.78 6 

 宪湖 39.55 3 13.03 5 30.87 3 

 马鞍山 25.21 6 6.92 9 15.71 7 

 铜陵 4.83 15 3.40 14 2.76 15 

皖北文化生态旅游区 蚌埠 2.47 16 5.49 10 1.84 16 

 淮北 15.36 13 4.29 11 8.63 13 

 阜阳 21.42 10 9.82 7 12.70 10 

 亳州 21.62 9 1.10 16 12.93 9 

 宿州 13.81 14 3.85 13 7.99 14 

大别山扶贫旅游示范区 六安 14.48 12 4.14 12 11.19 12 

 

3.旅行社业竞争力演化 

由于旅游业发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交通通达程度等差异,安徽省各地区的旅行社业发展变化特征差异较为明显。根据熵

值法计算分别得出 2010年、2013年、2016年安徽省各地级市旅行社得分及排名,结果见表 3。由得分及排名可知,自 2010-2016

年,安徽省区域旅行社业竞争力水平呈现较为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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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安徽省各地区旅社行业竞争力得分与排名 

地区 城市 
2010年 2013年 2016年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合肥经济圈旅游区 合肥 88.49 1 88.60 1 86.74 1 

 滁州 13.14 13 14.75 9 13.57 8 

 淮南 26.40 4 14.29 10 11.99 11 

皖南示范区 黄山 77.20 2 62.52 2 63.49 2 

 池州 23.59 7 18.38 6 16.86 4 

 宣城 28.23 3 19.50 5 15.91 5 

 安庆 24.88 5 19.78 4 15.78 6 

 芜湖 24.84 6 25.31 3 30.87 3 

 马鞍山 18.77 9 16.06 7 15.71 7 

 铜陵 13.28 12 10.68 13 2.76 15 

皖北文化生态旅游区 蚌埠 11.50 14 2.63 16 1.84 16 

 淮北 13.62 11 13.24 11 8.63 13 

 阜阳 21.68 8 15.13 8 12.70 10 

 亳州 4.39 16 12.69 12 12.93 9 

 宿州 11.48 15 6.38 15 7.99 14 

大别山扶贫旅游示范区 六安 14.48 10 10.65 14 11.19 12 

 

从排名情况来看,可分为大幅上升、基本稳定、大幅下降这三类(见表 4)。可以看出,排名大幅上升的城市有 4 个(芜湖、滁

州、池州、亳州);基本稳定的城市有 10 个(合肥、黄山、安庆等);大幅下降的城市有 2 个(淮南、铜陵)。在排名基本稳定的 10

个城市中,合肥和黄山保持前两名的地位,属于高水平的稳定;宣城、安庆、马鞍山、阜阳、六安排名处于中游,属于中等水平的

稳定;淮北、宿州、蚌埠排名较为靠后,属于低水平的稳定。总体看来,传统旅游城市如黄山市、池州市以及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

如合肥市、安庆市旅行社业竞争力水平均处于稳定及快速发展的态势,旅游业和经济水平发展处于“温点”“冷点”阶段的城市

如淮南、铜陵旅行社业发展相对缓慢,增长幅度较小,或出现相对下降的态势。但安徽省旅行社业竞争力总体水平处于不断提升

的态势。 

表 4安徽省各地级市旅行社业竞争力排名分类 

分类 城市数量 城市 

大幅上升 4 芜湖、滁州、池州、亳州 

基本稳定 10 
合肥、黄山、宣城、安庆、马鞍山、 

阜阳、六安、淮北、宿州、蚌埠 

大幅下降 2 淮南、铜陵 

 

综合得分和排名情况,安徽省区域旅行社业竞争力逐步产生扩散效应,趋向均衡发展的态势。由处于基本稳定的城市得分和

排名分析,在排名不变的情况下,其得分均处于降低的态势,如合肥市、黄山市、安庆市等。由于得分是反映安徽省各地市旅社业

竞争力的相对得分,得分的降低,表明安徽省区域旅行社业竞争力差距正逐步减小,均衡发展是旅行社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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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徽省旅行社业竞争力障碍度分析 

对安徽省旅行社业竞争力测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区域空间差异化的定量分析,更重要的是厘清影响旅行社竞争力的障碍

因子,进而明确各地级市旅行社发展的制约因素,为安徽省旅行社管理提供决策参考。通过障碍度模型公式计算,结果显示不同地

区的障碍因子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对 2010 年、2013 年、2016 年三个时间节点的指标障碍度进行频次分析,数值大于 0.1 且出

现频次从多到少的指标依次是 C16(42次)、C15(31次)、C13(13次)C11(12次)、C21(6次)、C24(6次)、C12(5次)、C23(4次)、C22(3次)、

C14(2 次),所以频次最高的前四位 C16、C15、C13、C11即为主要影响因素,分别对应生产成本、劳动生产率、从业人数和企业数。又

因为生产成本和劳动生产率对应首要指标中的管理水平、从业人数对应首要指标中的人力资源、企业数对应首要指标中的企业

规模,所以管理水平、人力资源、企业规模是影响安徽省旅行社业竞争力大小的主要因素。 

为了进一步分析安徽省旅行社业竞争力主要影响因素的时空分布差异,根据熵值法计算出 2010年、2013年、2016年安徽省

各地级市的管理水平、人力资源及企业规模的得分,并利用 ArcGIS10.2软件,根据自然间断点分级法[25]对这 3年的得分进行分级

设色,共分为五类,分别是低水平、较低水平、中等水平、较高水平、高水平。 

 

图 1安徽省旅行社业管理水平分布 

在管理水平的时空分布格局中(见图 1),可以看出自 2010-2016 年管理水平集聚效应明显,由分散趋向集聚,以高水平的合肥

市和黄山市为中心,周边都是中等及较高水平的城市,空间上呈现集聚特征,得分较低的城市主要分布在皖东北部。其中合肥市作

为安徽省的省会城市,其技术发达程度、现代化管理制度等相比其他地市较为先进和成熟;黄山市是全省旅游业起步最早的城市,

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形成了很好的旅游品牌形象,其旅游发展经验较为充足。较为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发达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的

旅游业发展经验为旅行社业的管理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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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安徽省旅行社业人力资源水平分布 

在人力资源水平的时空分布格局中(见上页图 2),自 2010-2016 年人力资源从皖西北至皖南,低水平向高水平逐渐递增,空间

上呈现出层次性,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集聚效应,水平较高的城市如合肥市、芜湖市、池州市、黄山市相对集中,水平较低的城市

如淮北市、亳州市、阜阳市也相对集中。旅行社业属于服务型产业,人力资源是行业发展的核心要素。高校是输送人才的基地,

安徽省的旅游院校大致分布在合肥市、黄山市、芜湖市、安庆市、池州市等,其分布状况与旅行社业人力资源的空间布局大致相

适应。 

 

图 3安徽省旅行社业企业规模分布 

从企业规模水平的时空分布中(见图 3),可以看出自 2010-2016 年企业规模水平演化规律与人力资源空间分布大致相似。企

业规模水平的高低从皖西北向皖南地区呈现逐渐递增趋势,空间集聚特征也较为明显。企业规模从量上体现旅行社的竞争优势,

可直接反映出一个地区的旅行社业实力状况。皖南示范区凭借优越的旅游资源吸引各大小企业开设旅行社,同时合肥经济圈旅游

区以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便捷的交通条件在旅行社企业规模上获得较大的优势。 

五、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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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本着全面、客观的原则对安徽省 2010-2016年的旅行社业竞争力进行了测度,对其现状格局和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剖

析,并对其障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从现状格局来看,安徽省旅行社业竞争水平地域空间分异明显,同时各地域旅

行社业竞争力水平差距较大,级化现象较为严重,处于中等水平和较低水平的区域较多;且旅行社业的核心竞争力较强于市场竞

争力。二是从时局演化来看,安徽省区域旅行社业竞争力水平变化较为明显,旅游业或经济发展“热点”的区域旅行社业处于稳

定及快速发展的态势,旅游业和经济水平发展处于“温点”“冷点”阶段的区域旅行社业发展相对缓慢,增长幅度较小,或出现

相对下降的态势,但总体水平处于不断提升的态势;同时从综合得分和排名情况看,安徽省区域旅行社业竞争力逐步产生扩散效

应,趋向均衡发展。三是从障碍度分析来看,管理水平、人力资源及企业规模对安徽省旅行社业竞争力水平影响最大,且三个影响

因素存在时间差异,总体上合肥经济圈旅游区及皖南示范区内的城市高于省内其他城市,且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特征。 

由于研究指标、数据的限制,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基本能反映出安徽省旅行社业竞争力的现状格局、时空演化和障

碍因素。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安徽省旅行社业的发展现状,发现安徽省旅行社业竞争力的发展重点,以便于对发展

对策进行探讨,同时为其他地区的旅行社业发展带来一定的借鉴。在政府层面,省级政府应重视旅行社业的整体发展,制定相应的

鼓励政策,促使旅行社跨区域协同发展,减缓不平衡发展现象,提高全省的整体竞争水平;同时各市级政府应相互扶持,加强区域

合作,发挥核心地区如合肥市、黄山市旅行社的引领作用,利用扩散效应,帮扶弱势空间,带动周边地区旅行社业的快速发展。在

企业层面,着重发展旅行社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管理水平、人力资源和企业规模对旅行社竞争力水平的影响力度最大,因此各地

市应注重提升旅行社管理水平、吸收和培养大量的旅游人才、扩大企业规模;同时应积极宣传引导、节约经营成本、促进旅行社

信息化、采取有效管理方式等,提升旅行社的市场份额和经营绩效,从而有力提高旅行社业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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