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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系统规划的实施途径与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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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对旅游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必须寻找一些新的有效形式和方

法使规划过程具有可持续性和可操作性。旅游系统规划途径即是朝这一方向所做的努力。

本文指出旅游规划实质上是旅游系统规划: 规划必须考虑整个旅游系统的运行, 着眼于规

划对象的整体优化, 要从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各层面和整体上来考虑。文章以宁夏回族自

治区为例, 简要阐述了旅游系统规划的总体思想模型、系统规划要素和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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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旅游规划最早起源于本世纪 30 年代的英国、法国和爱尔兰等欧洲国家, 主要是制定出

旅游目的地发展旅游业的基本框架, 以应付未来的发展变化[1～ 2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初

随着世界旅游业快速发展, 旅游规划的实践和研究也得到了很大发展。80 年代旅游规划理

论思想和方法得到进一步充实, 作为一种综合分析的思想, 系统理论和方法也引入到旅游

的研究中, 随后也引用到了旅游规划的研究中[3 ]。盖茨 1987 年指出理想的旅游规划是一种

系统的、民主的、目标导向的及结合其它规划的过程。系统规划法致力于把目标、政策与

战略建立在详细理解旅游系统运作的基础之上, 这需要深入了解系统的性质, 评价其实际

战略与方案[4 ]。近 20 年来, 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对旅游规划提出了迫切要求。然而尽管

对旅游规划的重要性已达成共识, 但其形式和最有效的方法在国内外都仍旧是一个颇有争

议的话题。就国内旅游规划工作而言, 迄今尚无成熟的规范, 旅游规划编制的总体指导思

想、内容、程序、方法等都缺乏深入的研究。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前景和现实需求, 要求在

实践的基础上对旅游规划进行理论总结, 从中寻找其方法论基础、特点, 探讨符合中国国

情的旅游规划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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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旅游系统与旅游系统规划

从系统论出发, 旅游应视作一个系统, 它是旅游者通过旅游媒介到达旅游目的地的旅

游活动系统, 其构成要素有: 旅游主体——旅游者, 旅游客体——旅游产品 (广义) , 旅游

媒介——旅游业和贯穿这三者的旅游活动 (指以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存在和发展为依

托, 由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介互为条件, 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诸般现象和关系总

和)。通过以上分析, 可引出旅游系统的概念, 即旅游系统是指直接参与旅游活动的各个因

子相互依托、相互制约形成的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5 ]。

旅游系统规划是以旅游系统为规划对象, 在对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市场这对供需关系以

及与这对关系有紧密联系的支持系统和出游系统诸因子的调查研究与评价的基础上, 制定

出全面的、高适应性的、可操作的旅游发展战略及其细则, 以实现旅游系统的良性运转, 达

到整体最佳且可持续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 并通过一系列的动态监控与反馈调整机制

来保证该目标的顺利实现。其基本思想是: 以客源市场系统为导向, 以旅游目的地系统规

划为主体 (其中结合市场导向与资源指向而设计的旅游产品是旅游目的地系统乃至整个旅

游系统规划的核心) , 以出游系统为媒介, 以支持系统为保障, 利用反馈系统来监控, 从而

达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从旅游系统规划的层次结构来看, 可分为目标层、规划层、战略层、控制层, 见图 1。

图 1　旅游系统规划层次结构

F ig11　T he idea model of tourism p roduct p lann ing

3　宁夏旅游系统规划案例研究

311　规划背景

宁夏旅游业尽管在全国处于后进状态, 但近年来发展迅猛。就宁夏的自然环境状况和

经济发展水平而论, 宁夏发展旅游业具有较其它产业更多的比较优势, 是优化宁夏经济结

构、促进开放开发、实施脱贫工程和再就业工程, 增进民族团结, 保障社会安定之路[7 ]。为

此, 迫切需要制订一个总体规划 (时限为 2000 到 2015 年, 分为近中远三期) , 以适应作为

新兴产业和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来发展的需要。宁夏旅游业总体规划编制时间持续约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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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成果体系还包括《宁夏旅游业 21 世纪议程》、《宁夏旅游资源普查报告》、《宁夏旅游总

揽》等。规划强调了旅游业的系统性, 即从区域旅游系统本身的结构出发, 来界定需要考

虑的内容。规划除了重点讨论了产业地位、战略目标、战略对策、指标预测、旅游产品、形

象策划之外, 还对与旅游业的全面健康发展有很大关系的旅游交通、环境建设、政策保障、

人力资源及科技支持等问题, 进行了系统考虑, 提出了跨越式发展战略、旅游精品名牌战

略、旅游形象拉动战略、多渠道筹资战略、科教技术支持化战略五大战略, 使政府部门能

从整个区域旅游系统结构与功能特点出发, 制定有关决策, 使规划更有可操作性。

312　产业定位

通过对宁夏系统综合分析, 认为旅游业是宁夏的优势产业和未来支柱产业。确定旅游

业在宁夏国民经济中的三个地位: 即在 2005 年之前为宁夏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0 年成为第

三产业的龙头产业, 2015 年成为重要支柱产业。从而确定了旅游产业总的发展目标和阶段

目标。

313　综合分析

市场导向性分析。根据游客抽样调查统计分析 (在全区发放 2 000 份调查问卷) , 国内

旅游客源地空间分配随距离衰减规律明显, 陕西省及甘肃、内蒙和本区的客源呈绝对优势,

占 90% 以上; 游客年龄以中青年为主, 男性远较女性为多。旅游者类型主要为观光旅游者、

探险旅游者以及消夏避暑度假旅游者; 海外旅游市场中, 亚洲旅游者是主体, 其次为欧洲

旅游者, 再次为美洲和大洋洲旅游者; 最主要的客源国是来自日本。旅游者主要类型为西

夏古国、长城考察等文化旅游者以及沙漠治沙、黄河漂流等生态旅游者。宁夏市场开拓空

间比较大, 符合旅游者求新、求奇、求特的旅游需求趋势。

资源指向性分析。通过对宁夏 185 个精品旅游资源普查分析, 其中自然旅游资源单体

39 个, 人文旅游资源 133 个, 服务资源 13 个, 构成 15 大景观系列。从旅游资源的空间组

合和开发优势状况分析, 宁夏全区旅游资源的基本格局大致呈“人”字形态势, 由北向南

逐步展开。通过对宁夏旅游资源的类型属性、优势资源的赋存和等级情况进行定量评价。认

定宁夏旅游资源具有多样性、独特性、垄断性、前瞻性的特色和资源优势。且大漠黄河风

光、六盘山高原绿岛风光、西夏文化遗迹和回族风情是宁夏的最具魅力的吸引物。

形象驱动性分析。宁夏旅游资源形象总体表现出雄浑、奇特、秀丽、淳朴、古老的特

色; 旅游市场感应则为神秘、奇特、古朴荒凉、刺激[7 ]。从而凸现出宁夏的总体形象——神

秘之境, 神奇之旅, 这对宁夏旅游产品的策划、创意和设计也有着一定的指引作用。

上述三个分析是宁夏旅游系统要素规划尤其是旅游吸引物规划的主要依据。

314　旅游系统要素规划

31411　客源市场系统规划

国内一级目标市场近期为区内及陕、甘、蒙等周边市场, 二级目标市场 (中远期应作

为一级开拓目标市场) 为东部沿海高出游率地区, 其它市场为机会市场; 海外一级目标市

场为日、韩及港澳台, 二级市场为北美、西欧及穆斯林国家, 其它海外市场为机会市场。游

客量依据历史数据进行回归预测和反推预测得到近中远期的低中高预测值。市场预测与规

划是宁夏吸引物、旅馆业、服务业、交通、人才需求等的规划的基本依据。

31412　旅游目的地系统规划

(1) 吸引物子系统规划。规划建立具有不同等级、按区域、多类型的景点—设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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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空间布局: “一核一带一轴”的空间布局战略, 构造一个重点突出又顾及全区的旅游

发展网络格局。即以银川为中心枢纽 (核心)、以黄河旅游线为主带、沿宝中铁路旅游轴为

辅; 建设三个增长极即银川、中卫、泾源 (旅游枢纽城市) ; 六大旅游区: 银川旅游区、沙

坡头旅游区、六盘山旅游区、沙湖旅游区、金水旅游区、青铜峡旅游区。八项重点旅游工

程: 银川旅游创优系统工程, 沙坡头特色旅游基地工程, 沙湖生态旅游综合工程, 西夏王

陵旅游工程, 金水“小龙头”旅游工程, 回族民俗文化村工程, 六盘山清凉世界工程, 青

铜峡峡谷旅游工程[8 ]。

旅游产品规划是旅游目的地系统规划的核心内容。宁夏旅游产品开发规划充分体现了

市场、资源及营销相结合的规划思想 (见图 1)。规划近期推出三条精品线路即银川—沙湖

—西部影视城—西夏王陵; 银川—青铜峡—沙坡头; 银川—同心—固原—六盘山; 四大特

色精品: 即“大漠黄河探奇、西夏文化探秘、高原绿岛探胜, 塞上回乡探访”。全方位、多

层次地开发特色产品系列, 通过参与性强的旅游活动促进“人气”。中远期将拓展至“神奇

宁夏十大游”产品。

(2) 接待设施子系统规划。对宾馆业发展规模、档次、空间布局以及经营管理都作了具

体规划。

(3) 服务子系统规划。包括旅游交通、电信业、旅游商品业、特色饮食等与旅游业的

相互促进发展进行了规划。

31413　出游系统规划

营销规划。针对国际、国内市场的演变趋势和宁夏本身的特点, 应建立以形象拉动的

旅游发展模式, 采取如下策略: ① 形象策略, 树立总体鲜明的宁夏旅游形象, 统一以“神

奇宁夏之旅”、“大漠黄河”为宣传主题口号; ② 渠道策略, 旅游中间商和散客并重; ③ 产

品策略, 推出四大精品游和“大漠黄河国际旅游节”等节事活动; ④ 价格策略, 制定合理

价格策略。

旅行社规划。总方针是“总量控制, 强化管理, 规范秩序, 提升素质, 改善服务, 提

高效益”。具体内容有完善经营管理制度, 找准市场定位, 经营特色产品, 树立企业品牌等。

交通规划: 大力发展联接主要周边出游地以及各景区间的高等级公路; 开通银川与北

京、西安、兰州、呼和浩特等主要城市间的旅游快客, 修通银川——太原铁路, 缩短至华

北腹地的距离, 提高可进出性; 积极开拓航空业: 逐步增加银川至全国主要旅游城市的航

线, 争取设银川为国家一类航空口岸, 远期在固原设置一小型飞机场。

31414　保障系统规划

(1) 管理体制。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 成立宁夏旅游业发展领导小组, 成立六

盘山国家级旅游扶贫示范区等; 建立重点旅游区管理委员会, 统一对旅游区进行规划、开

发和行政工商治安管理; 构建宁夏旅游集团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 政策法规。出台《关于加快宁夏旅游业发展的决定》, 完善旅游政策保障体系, 制

定投资、财政、金融、建设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营造一个良好的旅游业政策环境; 设立旅

游发展基金; 加快旅游立法工作, 做到依法行政, 依法治旅。

(3) 环境建设。旅游、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在可持续发展中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根据

宁夏旅游业的发展特点, 努力探索一条既能发展旅游业, 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又能

发展清洁生产、培植绿色产业、综合治理环境、美化城乡等新的发展模式; 动员社会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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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培养全体民众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道德观、价

值观, 使公众成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自觉行动者; 完善管理机构, 制定有关措施, 把环

境保护工作做为旅游区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 各旅游区、风景点应制定针对性的环境保护

规划。严格遵循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有关法规, 作到严格保护、合理开发、科学经营, 实

现不可再生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防止各种建设性破坏, 旅游建筑物必须与环境相协调。

(4) 人力资源规划。旅游业发展和规划的执行最终要落实到人。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是

旅游业能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旅游人才培训分为职业技术培训和管理者培训两个层次。建

设宁夏旅游中专学校; 鼓励社会办学、联合办学, 培养旅游急需人才; 采用外界引进、外

送培养等办法, 造就高级旅游人才; 对在岗职工进行全员培训和认证; 制定相关的旅游人

才政策措施。

(5) 筹资规划。加快实现旅游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根本

性转变, 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旅游投入产出新机制; 加快改革现行的旅游业投资体制, 在发

挥好政府投资先导作用的同时, 多渠道筹资, 并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打破地区、行

业、所有制等之间的界限, 使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与个人一起上, 自力更生和利用外

资一起上, 通过独资、合资、股份制等形式, 形成利益导向, 吸引中外各投资者共同参与

旅游业的开发建设。

(6) 科技支持。尽管宁夏目前尚不具备采用和实施高技术的能力, 但从实施跨越式大发

展战略的要求来看, 必须前瞻性地考虑增加科技投入。提高全民特别是领导和旅游员工的

“科技兴旅”意识; 加快旅游信息化进程, 建设宁夏旅游信息网; 筹建自治区旅游发展研究

中心。

315　系统规划的优化调整

该规划初稿完成后, 通过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收到自治区内 35 个部门和专家的书面意

见,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订, 通过了自治区政府主持召开的专家评审后又进行了修编, 浓

缩出了规划纲要。在规划的实施过程中, 又根据市场 (如旅行社组团和旅游者等) 的反馈

信息, 以及根据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率队的专门考察调研组意见又对规划进行了再优化。

根据该规划可以总结出如图 2、图 3 所示的系统规划总体思想和系统规划要素。

市场需求导向

旅游市场分析与预测

资源基础指向

旅游资源普查与评价

优化调整

实施监控

系统要素规划方案

制定战略

规划目标 (产业地位)

与宁夏总体发展战略协调

旅游系统综合分析

图 2　宁夏旅游系统规划总体思想模型

F ig12　T he general idea model of N ingx ia tourism system atical p lann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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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体制 ▲ 政策法规 ▲ 环境建设 ▲ 人力资源
▲ 好客度提高 ▲ 安全控制 ▲ 资金计划 ▲ 资源保护
▲ 文化建设 ▲ 旅游信息

支持系统规划

旅游目的地规划
▲ 吸引物系统规划
. 空间布局
. 功能结构
. 等级结构
▲ 旅游节事规划
▲ 旅游设施规划
▲ 旅游商品规划

出游因子规划
▲ 营销战略
. 市场目标
. 区域合作
. 促销计划
▲ 形象策划
▲ 交通规划
▲ 旅行社规划

客源市场规划
▲ 市场定位
. 目标市场
. 机会市场
▲ 市场预测
. 市场规模
. 市场需求
. 市场竞争

图 3　旅游系统规划要素

F ig13　T he facto rs of N ingx ia tourism system atical p lann ing

4　结论

(1) 由于旅游业本身的综合性, 需要有系统的规划将各组分有序地、合理地组织起来,

必须考虑整个系统的运行, 着眼于规划对象的整体优化。规划也应该是多层面的

(P lu ra list ic) , 要从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各层面和整体上来考虑。

(2) 根据系统结构的层次性, 利用大系统分解协调原理, 将旅游系统进行分解, 再对各

子系统进行综合和协调。低一级的旅游规划应统一于高一层次的规划中去, 既应考虑所处

大区域的共性, 又要突出本地特色, 从地脉和文脉中找出自己的比较优势, 避免近距离恶

性竞争。

(3) 成功的规划必须根据形势需要, 不断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规划所提供的基本建

制模式应该是递变的, 必须有近中远分期规划, 以根据新的发展目标、市场需求、市场竞

争与社会经济的变化, 进行不断调整, 体现出持续性规划或滚动式规划思想。在规划中要

存在着与实际操作的结合点, 因此, 旅游项目、机制创新、人才支持的规划皆很重要。

(4) 旅游业发展离不开管理体制、法规政策、人力资源、资金等保障因子, 必须通过对

保障因子的规划来确保规划实施的成功和可切入点。旅游系统规划还必须重视对环境质量

的保护, 要对旅游地的文化传统进行有效的利用、保护, 以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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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The Systematica l Tour ism Plann ing

L IU Feng

(T singhua U niversity D evelopm ent R esearch A cadem 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T hat tou rism p lann ing is essen t ia l and u rgen t fo r the rap id grow th of in en su ring

econom ic benefit and su sta inab ility is now w idely recogn ized. Ch ina has p ract iced m uch in

the field of tou rism p lann ing, bu t there are st ill som e p rob lem s and lack of system at ic

research on theo ry. T he paper in troduces a new concep t of tou rism p lann ing——

System at ic Tou rism P lann ing. T he paper advances the theo ry that tou rism p lann ing is

actually a system at ic one. A n underlying concep t in System at ic Tou rism P lann ing is that

tou rism shou ld be view ed as an in ter- rela ted system of dem and, supp ly, p romo tion and

suppo rt facto rs. It is impo rtan t tha t system at ic tou rism p lann ing m u st in tegra te a ll these

parts of the system , op t im ize and balance the econom ic, environm en ta l and socia l -

cu ltu ra l facto rs in ach ieving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and m u st be mon ito red to en su re

that it is accomp lish ing the ob ject ives and ach ieving the recomm ended po licy. T he paper

takes the N ingx ia H u iA u tonomou s R egion as an examp le, inqu ires in to its basic con ten ts,

p rocess and m ethodo logies fo r the pu rpo se of estab lish ing and perfect ing the theo ret ica l

and m ethodo logica l system of tou rism p lann ing. In the end, the au tho r concludes fou r

characterist ics of System at ica l Tou rism P lann ing.

Key words: tou rism ; system at ica l tou rism p lann ing; N ingx ia H u i A u tonomou s R 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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