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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韩国旅游研究进展与展望

徐璡昱 1，刘 力 1,2，吴 慧 2

（1. 培材大学校旅游与文化学院，韩国 大田 302735； 2. 合肥学院旅游系，合肥 230601）

摘 要：自中韩正式建交以来，两国之间旅游交流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中国旅游学界对韩国旅游相关方面的研究。 文

章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的四个主要子数据库为基础检索了 1994 年以来发表在中国大陆与韩国旅游相关的研究文

献，并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分析和总结，认为目前中国旅游学界对韩国旅游相关方面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三个领域：韩国赴中国旅游市场分析与开发、韩国旅游业成功经验分析与借鉴以及中韩旅游交流与合作；

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研究动机的行业推动性、研究方法的单一性和研究内容的肤浅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中国

的韩国旅游研究概念框架，指出了未来应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深化研究内容，采取更加科学的方法重点研究韩国

旅游者行为、中韩旅游区域合作与竞争等主题。

关 键 词：韩国旅游；内容分析；概念框架；中国

自 1992 年 8 月 24 日中韩正式建交以来，韩国

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入境客源国之一，而中国也成

为韩国的主要旅游客源国，中韩之间旅游交流的迅

速发展促进了中国国内旅游学界对韩国相关方面

的研究， 出现了大量研究文献。 本文试图通过对

1994 年以来发表在中国大陆的与韩国旅游相关的

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和分析，指出目前中国旅

游学界对韩国旅游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为

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概念框架。

1 资料收集和研究方法

以清华大学建立的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电子版

为基础，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分别以检索项

“篇名(题名)”和检索词“韩(国)”进行初次检索，在此

结果中再分别以“旅游”、“游客”等检索词进行二次

检索，检索时间集中于 2008 年 2 月 15-20 日，在文

章构思与写作过程中不断更新检索，最后一次检索

时间截止为 4 月 21 日 19:10。 检索期间在中国期刊

全文数据库中限定为 1994-2008 年，在后三个数据

库中为 1999-2008 年(因为这三个数据库最早只收

录到 1999 年)，然后采用“滚雪球”法对所得文献后

所列参考文献中正式发表的有关韩国旅游的文章

进行检索，力求获得较为完备的文献资料，以期能

全面反映我国的韩国旅游研究现状。 通过上述方

法，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68 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 6
篇，会议论文 2 篇)，包括韩国学者、留学生发表在

我国的论文 7 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 1 篇)，然后采

用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对文献进行归纳、总

结和分析。

2 主要研究内容

把文章关键词 （如果该文没有给出关键词，则

根据其主要内容提取出 3~5 个关键词）作为对收集

上来的相关文献进行分类的主要依据，同时仔细阅

读每一篇文章的全文，以保证分类的准确性。 表 1
归纳了现有文献的主要研究内容以及相关文献出

现的频次和频率。 从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旅游学

界对韩国有关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韩

国赴中国旅游市场分析与开发、韩国旅游业成功经

验分析与借鉴、中韩旅游交流与合作，这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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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研究文献几乎占全部检索文献的 2/3。 这种

情况符合中韩两国旅游业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具有

一定的必然性。
2.1 韩国赴中国旅游市场分析与开发

自 1989 年 1 月韩国政府解除国民出境旅游限

制以来，韩国出境旅游市场增长迅速。 中韩两国在

1992 年 8 月正式建交，1994 年 4 月韩国解除旅华

限制，刺激了访华游客的快速增长，短短的 15 年时

间，韩国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客源国之一。 而中国

一直把大力发展入境旅游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工作

重点来抓。 实践的发展激发了理论的繁荣，因此，分

析韩国出境尤其是访华旅游市场的现状、 原因、趋

势和特点， 在此基础上采取更有效的市场开拓策

略，争取更多的客源和更大的市场份额自然成为学

界研究的焦点。 该领域的研究文献出现最早且最

多， 共计 17 篇， 其中 9 篇是从全国的角度进行分

析，8 篇是从作者所在地区的立 场出发进 行研究。
下面简要介绍几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献。

通过 www.cnki.net 检索到的最早的一篇文献是

程伟进的“韩国出境市场及旅华市场综述”，该文分

析了韩国出境市场的现状、特点和旅华市场的发展

趋势[1]。 顾宇红第一次较为深入和全面地分析了韩

国旅华客源市场的开发潜力以及中国对韩国旅华

市场开发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市场

开拓策略[2]。 以上两文为该领域的研究做出了开创

性的工作。 迟克连首先把研究的视角由面向全国的

泛化分析转向针对具体地区的案例研究，分析了山

东省开发韩国出境旅游市场的优势和潜力、对策和

建议[3]。 由于山东具有吸引韩国游客的独特优势，成

为该领域的重点研究区域，出现多篇文献[3~6]。 王志

东等首次探讨了山东半岛开拓韩国高尔夫专项旅

游产品市场存在的问题、对策和建议，使研究的视

角进一步细化[6]。 郭鲁芳等人、杨晓霞、苏衍慧分别

分析了浙江(杭州)、重庆、桂林开发韩国旅游市场的

对策和建议[7~10]。
2.2 韩国旅游业成功经验分析与借鉴

韩国作为一个半岛国家，面积只有 9.9 万 km2，
却成为亚洲旅游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 原因何

在？ 韩国旅游业成功的经验对促进中国旅游业的健

康、快速发展有何启示？ 这些都是中国旅游学界的

韩国旅游研究迫切想解决的问题。 政府主导型的发

展战略以及正确的旅游产业政策、完善的旅游法规

和健全的旅游机构 [11~16]可以说是韩国旅游业取得成

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韩国政府通过实施旅游资源开

发计划、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强国际旅游产

品营销等措施，提升了文化旅游大国形象，实现了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15]。 再者，韩国非常注重旅游

资源尤其是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充分发挥

文化对旅游的促进作用，把旅游作为一项文化事业

来发展 [17~19]。 胡敏分析了韩国旅游业发展的“原生

态” 特征， 认为找到根植于传统、 融合于现代的

“根”，并在旅游经济冲击中守住它的尊严，是韩国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19]。 韩国通过“新村

运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逐步消除了城乡差距，实现了城乡协调发展，其做

法对指导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具有借鉴意义[20]。 近年

来，韩国影视作品在东南亚地区广受欢迎，并吸引

大批游客前往韩国旅游，带来了韩国旅游业的又一

个春天，韩国旅游部门借助“韩剧”的影响力深度开

发旅游产品、大力拓展海外客源市场，这种整合营

销策略值得中国借鉴[21,22]。
2.3 中韩旅游交流与合作

加强中韩双方在旅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

可以促进两国旅游业的发展，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

了解和友谊，进而促进两国以及亚太地区的经济发

展，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3]。 中韩共处东亚

(汉)文化圈内，两国区位相邻、文化相近、血源相亲、
资源互补，具有旅游交流与合作的有利条件，再加

上双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 两国政府部门大力推

动，因此，自 1992 年中韩建交以来，中韩两国在旅

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且前景广阔[24~26]。 但

是，这种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也有过波动

表 1 中国的韩国旅游研究主要内容

Tab.1 The main contents of Chinese tourism
research related to Sou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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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硕士学位论文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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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曲折，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双方继续加强合作、
共同努力，促进两国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24,26~28]。 中

韩两国互为重要的客源国，如何加强两国旅游政府

部门、业界和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双方客流的

进一步增长？ 如何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联合促销，
共同开拓洲际客源市场？ 这是学者和有关政府部门

有必要思考的问题。 当前需要做好以下工作：加强

政府间合作，为旅游者自由流动排除障碍；沟通信

息、了解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旅游产品，开展有效

的宣传促销；在开办合资企业、共同开发旅游资源、
联合促销等方面进行实质性合作；加强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提高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游客满意度[23,28]。
马波分析了区域旅游合作的 4 种基本模式，认

为中、日、韩三国具有构建旅游合作体的可行性和

必要性，三国的区域旅游合作应当从市场交换模式

切入，以要素协同发展为主要手段，以产品—市场

共享为近期目标，以一体化发展为终极目标 [29]。 郑

辽吉等分析了中、朝、韩三国旅游合作的现状，认为

三国旅游合作的前景广阔但环境和基础设施有待

改善[30]。 图们江区域是东北亚的地理中心，环图们

江区域中、韩、朝三国的旅游合作不仅给图们江区

域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并创造了许多间接效

益，大大地促进了图们江区域经济的发展[31]。
2.4 韩国旅游形象研究

韩国是中国主要出境旅游目的地之一，中国国

民是如何感知韩国旅游形象的？ 尤其是近年出现的

“韩流”现象对韩国旅游形象产生怎样的影响？ 成为

学界比较感兴趣的话题之一。 侯越以韩剧为代表的

“韩流”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了“影视表象”与旅游目

的地形象之间的关系[32]。 “韩流”对韩国旅游形象产

生了巨大的 影响，受“韩流”强 影 响 的 游 客 其 认 知

度、关心度、访问意向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33]。 因

此，韩剧引发的“韩流”现象可以增加外景地的旅游

吸引力， 提高潜在游客对韩国旅游形象的感知，及

对韩国的熟悉程度和到韩国旅游的兴趣 [34]。 程圩、
隋丽娜和马耀峰等在与韩国全罗南道州立大学合

作课题 “长三角居民对韩国旅游形象感知研究”的

资助下，通过对长三角地区近千名潜在游客对韩国

旅游形象感知的调查，建立了旅游形象感知概念模

型并检验其在实践中的应用，研究了不同利益细分

主体(探求型、社交型、逃逸型、迷茫型游客)对韩国

形象感知的差异[35~37]。 汤孝锦则通过韩国旅游电视

广告个案分析了韩国国家形象的变迁及其原因 [38]。

2.5 韩国游客行为与偏好研究

对韩国游客的行为与偏好进行分析有助于更

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更有针对性地开发旅游产品

和设计营销策略。 马耀峰等人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我国不同群体入境旅客旅游行为模式研究”
的资助下，在北京、上海、广州、桂林、昆明和西安 6
个热点旅游城市对访华外国游客进行了随机抽样

问卷调查， 在此基础上对旅华韩国游客的旅游特

征、动机、偏好和旅游决策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

实证研究[39~42]。 吴晓丹等以新疆的独联体、欧美、日

韩入境游客为例分析了中西文化差异对游客旅游

行为的影响[43]。
2.6 中国赴韩国旅游市场分析

1998 年 5 月韩国被正式指定为中国公民出境

旅游目的地国家，2000 年 6 月中国解除公民赴韩旅

游的地区限制，中国公民赴韩国出境旅游市场发展

迅速，2001 年以后，中国已成为韩国第二大客源国。
牟元珪对上海、 深圳市民赴韩国旅游的目的地选

择、对韩国的整体印象进行了开创性分析[44]。 江林、
李祉辉分析了中国公民赴韩国出境旅游的市场现

状[45]。 唐代剑等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长三角

地区居民赴韩旅游的消费模式[46]。 吴益根则基于韩

国的立场探讨吸引中国游客的战略和具体方案 [47]。
2.7 大型事件对韩国旅游的影响研究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即将

在中国举办，引发了国内旅游学界研究事件旅游的

热潮。 韩国通过成功举办 1988 年汉城奥运会、1993
年大田世博会和 2002 年世界杯足球赛等大型事件

和活动改善了国家形象、提高了知名度、促进了旅

游业的发展。 因此，研究韩国举办大型事件的经验、
分析大型事件对韩国经济、社会尤其是对旅游业的

影响，对我国 2008 年奥运会和 2010 年世博会等大

型事件和活动的成功运作具有借鉴意义[48~51]。
2.8 其他

高兴柱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以迈克尔·波特的

竞争力理论为主要分析工具研究了韩国旅行社业

的国际竞争力状况[52]。 胡文海等通过对中国与周边

国家国际旅游发展特征的对比研究认为日本、泰国

和韩国是中国发展入境旅游的最主要竞争对手 [53]。
金炳秀等对中韩滑雪场的准入制度进行了比较研

究 [54]。 方龙龙等建议对杭州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活动史迹和旧址遗存”进行旅游开发，以此来吸引

韩国客源[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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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现状评价

3.1 行业驱动性

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旅

游学界对韩国旅游研究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行业发

展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3.1.1 时间上的滞后性

通过图 1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旅游学界对韩国

研究的开展和韩国旅华人次的增长趋势比较一致，
但存在一定的时滞， 并且大量文献集中在 2006 和

2007 两年，之前历年来的文献数量相对较少。 尤其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事件

影响，1998 和 2003 两年韩国来华旅游人次大幅减

少，中国旅游学界的反应竟然是整体沉默，在时间

上的表现是 1999 年没有一篇文献出现、2004 年只

有 1 篇韩国学者的文章，在内容上也没有相关研究

出现，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或偶然？ 笔者以为这

种文献的时间断层现象一方面体现了研究内容的

不全面性，另一方面体现了研究目的的功利性和研

究思想的不成熟性。
3.1.2 地区上的集中性

韩国入境客流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 京沪、山

东、江浙、陕西等地区，以上述地区作为研究区域的

文章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 从文献作者的地区分布

来看这一关系更加明显，有 80%的作者来自上述地

区(表 2)。
3.1.3 作者所在地区影响研究内容

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来自

该地区的作者思维较为敏锐、视角更加宽广，该地

区的文献出现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研究内容最为

宽泛，但相对来说集中于中韩旅游交流与合作这一

领域。 韩国是山东最主要的入境客源国，且山东具

有开发韩国市场的优势和条件，自然该地区的作者

集中于韩国赴华旅游市场分析与开拓这一领域的

研究。 东北三省具有地缘和血源上的优势，该地区

的作者多集中于学习和借鉴韩国旅游业成功的经

验、促进和韩国的交流与合作两方面的研究。北京、
上海即将举办 2008 奥运会和 2010 世博会，所以对

大型事件影响的研究多集中于两地(表 2)。
理论来源于实践， 理论也必须可以指导实践。

目前中国旅游学界对韩国相关方面的研究滞后于

行业发展，学者的主动性不够，对既有现象描述性

的文章居多，而具有一定前瞻思想的很少，这不利

于指导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3.2 研究方法单一，资料来源匮乏

张宏梅等通过对 1999~2003 年发表在《旅游学

刊》上的论文进行分析将研究方法分为五类 [56]，本

文借用该分类方法，以便于将研究结果和张文进行

对比验证，使研究具有可比性。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

法之间的关系见表 3。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韩国

旅游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比较单一，以定性方法为主

(79.5%)，其中传统定性方法占了将近一半(47.1%)，
不同研究内容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明显差异。 韩国经

验分析、中韩交流合作、大型事件旅游影响研究等

完全依赖定性研究方法，旅游市场分析与开发高度

依赖定性研究方法，旅游形象和游客行为与偏好研

究则较多依赖定量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从另一个

侧面证实了张宏梅等的结论。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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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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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韩国旅华人次来源于《中国旅游年鉴》(1995~2007)。

图 1 韩国旅华人次和相关研究文献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Korean visitors
received and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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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文献作者的地区分布

Tab.2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authors of existing articles

注： 1.统计标准为第一作者的第一单位，第一作者为外国 作 者

时以第一中国作者为准；

2.为了更好地反映研究内容和作者地区之间的关系，统计

时排除了 3 篇韩国作者的文献，故合计数不等于文献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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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韩国旅游研究所用资料来源比较匮

乏 (表 4)，大 量 依 赖 论 文、书 籍 和 其 他 定 性 资 料

(56.2%)以及官方统计数据(27.6%)等二手资料来

源。 和研究方法相对应，不同研究内容所用资料

来源也有很大差异，中韩交流合作、大型事件旅

游影响研究等完全依赖二手数据来源，韩国经验

分析严重依赖二手数据来源。中韩旅游市场分析

虽然主要依赖二手数据来源，但也开始采用问卷

等方式来收集一手资料。旅游形象和游客行为与

偏好研究则较多使用问卷、访谈等方式来收集数

据和资料。
3.3 研究视角狭窄，内容肤浅

目前中国旅游学界关于韩国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韩国赴中国旅游市场分析与开发、韩国旅游

业成功经验分析与借鉴、中韩旅游交流与合作等

三个领域(表 1)，这一方面体现了研究视角的狭

窄，学界跟风现 象严重，应景 之作、重复研 究较

多， 而真正具有创新思维和开拓意义的文献较

少；另一方面，现有文献多是对二手数据进行定

性分析或是对既有现象进行描述性陈述，缺乏深

入细致的调研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影响研究的深

度和广度，其理论和实践价值均较低。

4 中国的韩国旅游研究概念框架

在对现有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和分析的基础

上，本文给出一个中国的韩国旅游研究概念框架

(图 2)， 试图综合已有研究内容并指出进一步研

究的方向。
4.1 拓宽研究视角，深化研究内容

虽然中国旅游学界对韩国的研究领域比较

集中，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目前亟需做的

不仅仅是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更为重要的是要

深化研究内容。 (1)提高研究的主动性。 中国旅游

学界对韩国的研究不仅滞后于行业发展而且滞

后于其他学科，研究的行业推动性较强，学界应

提高研究的主观能动性，多进行一些具有前瞻性

的研究，用以指导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2)采用更

加科学、规范和多样的研究方法。 定性尤其是传

统定性方法仍是中国旅游学界进行韩国研究的

主导范式，研究方法的单一、资料来源的匮乏影

响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导致低水平重复性工作

较多，缺乏理论和实践价值。 旅游研究方法体系

���� 
���
�	
 

���
�	
 

���
�� 

���
��� 

���
��� 

�� 

���������� 7(41.2) 7(41.2) 1(5.9) 1(5.9) 1(5.9) 17 

��� !"��#$ 12(85.7) 2(14.3) 0(0.0) 0(0.0) 0(0.0) 14 

%���&’(�) 6(50.0) 6(50.0) 0(0.0) 0(0.0) 0(0.0) 12 

����*+�� 2(28.6) 0(0.0) 1(14.3) 0(0.0) 4(57.1) 7 

���,-./0�� 1(20.0) 0(0.0) 1(20.0) 2(40.0) 1(20.0) 5 

%�1������� 0(0.0) 3(60.0) 1(20.0) 1(20.0) 0(0.0) 5 

2345��67�� 2(50.0) 2(50.0) 0(0.0) 0(0.0) 0(0.0) 4 

89 2(50.0) 2(50.0) 0(0.0) 0(0.0) 0(0.0) 4 

�� 32(47.1) 22(32.4) 4(5.9) 4(5.9) 6(8.8) 68 

 

���� 
����
	
��
��� 

����
�� 

�� 
��� 
�� 

�� 
��� 

� ! 
"� 

#$%&’()*+, 15(48.4) 12(38.7) 1(3.2) 3(9.7) 0(0.0) 31 

#$-./0)*12 14(82.4) 2(11.8) 1(5.9) 0(0.0) 0(0.0) 17 

3#%&456"7 12(66.7) 6(33.3) 0(0.0) 0(0.0) 0(0.0) 18 

#$%&89�� 5(45.5) 0(0.0)   0(0.0) 5(45.5)   1(9.1) 11 

#$&:;<=>�� 2(28.6) 1(14.3)   0(0.0) 4(57.1)   0(0.0) 7 

3$?#%&’()* 4(44.4) 3(33.3)   0(0.0) 2(22.2) 0(0.0) 9 

@ABC%&DE�� 4(57.1) 3(42.9) 0(0.0) 0(0.0) 0(0.0) 7 

�� 3(60.0) 2(40.0) 0(0.0) 0(0.0) 0(0.0) 5 

"� 59(56.2) 29(27.6) 2(1.9) 14(13.3) 1(0.9) 105

 

表 3 不同研究内容的研究方法

Tab.3 Nature of study and research methods
according to research contents

表 4 不同研究内容的资料来源

Tab.4 Data sources according to research contents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行百分比。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行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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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的韩国旅游研究概念框架

Fig.2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Chinese tourism
research related to Sou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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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层次：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具体方法

和技术。 具体方法和技术主要指研究过程中所使用

的各种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特定的操作程序和技

术，主要有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文献法、定性分

析方法、定量研究方法、田野工作与社区研究以及

众多重点研究的技术等[57]。 我们应该在科学的哲学

方法论的指导下，运用符合学术规范的国际通行的

多样化的方法对现象进行深入剖析，以发现其本质

特性和基本规律。 (3)细化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较为

宽泛是中国旅游学界对韩国研究时存在的问题之

一，导致研究内容的肤浅和实际应用价值较低。 概

括地说，细化研究对象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市场

研究由面向全国到针对具体区域，经验分析由笼统

介绍到研究运作方法，交流合作由概念观点到搭建

平台和实施操作，形象树立和游客研究由一般到特

殊，产品开发和营销设计由大众到个性等。 (4)加强

中韩旅游研究的交流与合作。 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

开阔视野、学习方法、提高认识，又可以增加共识、
解决双方所感兴趣的问题，促进实践中的交流与合

作。
4.2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4.2.1 旅游者行为研究

旅游市场不仅现在是、将来仍将是继续研究的

重点，但研究视角、研究客体和现在应有显著不同。
从研究角度上来看，不仅研究韩国赴华市场还要研

究中国赴韩市场，不仅研究(中韩)全国市场更要研

究(中韩)区域市场，不仅研究整体市场更要研究各

个细分市场，不仅研究韩国在中国游客中的形象更

要研究中国在韩国游客中的形象，不仅对韩国进行

单独研究还应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研究，不仅把整

个旅游行业作为研究主体更应关注其内部构成。 从

研究客体上来看， 以往研究较多关注整体旅游市

场， 未来应把韩国旅游者行为作为重点研究方向，
不仅研究游客的外在行为更要研究他们的内在心

理，比如形象感知、旅游动机、旅游决策过程、游客

满意度与重游和推荐意向等。
4.2.2 合作、竞争与竞合

中韩不仅具备合作的基础和条件，而且还有合

作的要求和动力。 目前中韩旅游合作还处在起步阶

段，以市场互换为其主要模式，今后应加强如何实

现要素协同发展、产品—市场共享、最终实现区域

一体化发展的研究力度[29]。 东北亚地区是世界上总

体经济实力最大的地区之一， 经济上互补性最强，

但由于该地区各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发展水

平、开放程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多元化和复

杂性，至今没有形成由各国中央政府签订的制度化

的经济合作组织 [58]。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以旅游合

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31]。 中韩

处在东北亚区域旅游合作的核心地位，中韩旅游合

作的发展将会促进整个东北亚地区旅游合作的发

展。 从旅游地空间竞争的角度来看，中韩不仅具备

合作的基础，还面临竞争的压力，韩国是中国发展

入境旅游的最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53]，如何实现区域

旅游竞合将是该领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5 结语

通过对 1994 年以来发表在中国大陆的有关韩

国的旅游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
目前中国旅游学界有关韩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韩

国赴中国旅游市场分析与开发、韩国旅游业成功经

验分析与借鉴、 中韩旅游交流与合作等三个领域，
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趋势；(2)从时间上来看中

国的韩国旅游研究滞后于中韩两国旅游发展现状，
从空间上来看作者所在地区和文献研究区域主要

集中于接待韩国游客较多的地区，从内容上来看研

究方向受到作者所在地区旅游发展特点的影响，体

现了研究的行业驱动性；(3) 研究方法比较单一、资

料来源较为匮乏，导致研究视角狭窄、内容肤浅，理

论和实践价值较低。
中国旅游学界对韩国的研究一方面要进一步

拓宽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要深化研究内容，这可

以从四个方面进行：(1)提高研究的主动性；(2)采用

更加科学、规范和多样化的研究方法；(3)细化研究

对象；(4)加强中韩旅游研究的交流与合作。 在此基

础上指出了未来应进一步强化对韩国旅游者行为，
中韩旅游区域合作、竞争与竞合等课题的研究。

本文只分析了中国旅游学界对韩国的研究，而

中国也是韩国旅游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如果把双

方的研究文献进行对比分析，或许能得出更有价值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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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ourism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Subject of South Korea:
A Content Analysis

SEO Jin-Wook1, LIU Li1,2, WU Hui2
(1. College of Tourism and Culture, Paichai University, Daejeon 302735, Korea;

2. Department of Tourism, Hefe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Tourism scholars of China have shown great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related to South Ko-
rea due to the number of South Korean visitors to mainland China has been dramatically increased
since the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in 1992.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previous tourism literature related to South Korea published
on the academic journals in mainland China from 1994 to 2008 by using a customized content
analysis database, the present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this research
field to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 its evolution and current status, and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di-
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The analysis paints a picture of Chinese tourism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subject of South Korea through an objective representation of the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research areas, keywords topics, research methodologies, data collec-
tion, to name a few. It concludes first that the main topics of current research in this field are: (1)
to study o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outh Korea tourism marke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hina; (2) to analyze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South Korea in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dustry; and (3) to study the inter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ourism area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And then the paper indicates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research, which
are (1) industry-driven research, (2) singleness of research method, and (3) superficiality of re-
search content.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paper present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Chinese
tourism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subject of South Korea which seeks to map the directions and
trends in future study.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in the future, the levels of analysis should be
transferred from macro level to meso and micro level, and academics should conduct more causal
research, using correlational or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sophisticated statistical methods to study
some new topics in this field, such as Korean tourist behavior research, spatial competitio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rather than those that had been repeatedly
studied by many scholars.
Key words: China; South Korea; tourism research; content analysis; conceptu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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