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第 ! 期

&'()!"#! *+,(-./+012+-345-36782-+/+39.-: ;,<5-7<<=-5>7(<5?9!@+85./@857-87<A:5?5+-" B+/C!%DEF)!

:+5!#!)G%H%IJ)5<<-)#HK!L"M%N)!"#!)"!)""N

!""%+!"#" 年重庆旅游研究述评
!

黄大勇.$Z

$孙D峰Z

"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Z)应用技术学院#重庆 $"""HK%

摘D要!本文以重庆 !""%#!"#" 年期间在1EVb中国期刊网和万方数据库学术期刊上发

表的有关旅游经济研究的 %% 篇文献和公开发行的 H 本专著为样本$从年度载文量+文献作者

单位分布+研究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 从分析中可以看出$有关重庆旅游的研究数量不

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手段多样'但仍然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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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旅游研究经过 G" 多年努力!成绩斐然!

已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整个学科领域中

逐渐确定了其应有的地位!并开始受到广泛的重

视# 由于旅游学的学科地位迅速提高!学术界对

于旅游文献研究的回顾和综述不断增加!这种发

展态势反映了旅游学的成熟及研究学者对这个学

科本质的好奇心+#,

#

国外对于旅游研究综述一般采用两种方法!

一种是对旅游期刊评价和排序!从旅游专家的角

度感知旅游期刊的质量+!L$,

)另一种方法侧重于

对旅游学者和机构的评述!从客观的角度!利用统

计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在某一时间框架内!对旅游

研究贡献最多的学者和机构+MLK,

#

而国内学术界对于旅游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具体内容的介绍上!与国外学术界对旅游文献

研究在内容上有一定的差异#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

近两年来重庆旅游研究在旅游学术界的状况和进

展情况!本文不仅选取了来自公认的 !""N 版中文

核心期刊!还选取了旅游学术界具有影响力的

.旅游论坛/等期刊# 研究文献具体包括 !""% 年

和 !"#" 年发表在 1EVb所选核心刊物和具有一

定学术价值以旅游为研究对象的所有论文$但不

包括短篇通讯类文章'#"" 篇和 !"#" 年出版的 H

部专著#

二&文献分析

"一%年度载文量

本文对 !""%"!"#" 年期间发表有关重庆旅

游研究的 %% 篇论文的年度载文量作一统计$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两年发表的论文数量虽然

不是有规律地直线上升!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

!""% 年有论文 $! 篇!占总数的 $!)$f!!"#" 年

MK 篇!占 MK)Hf#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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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 年公开发表的论

文质量整体上升!以旅游行业公认的权威期刊为

例.旅游学刊/(.旅游科学/(.人文地理/和.经

济地理/四大期刊所发论文数量都呈增长态势#

表 #D旅游研究年度载文量一览表

D年份

期刊D

!""% !"#" 合D计

旅游学刊 $ M %

旅游科学 " # #

人文地理 M " M

经济地理 # G $

管理世界 ! G M

其D他 G" $M K!

合D计 $! MK %%

"二%论文作者单位统计分析

对作者单位分布的研究!可以掌握有关专业

人才的聚集及所在单位的状况+N,

# !""%"!"#"

年!文献载文作者以全部署名数计算为 #M! 人!分

别属于不同的单位# 从论文作者前 N 位的单位分

布来看!这些论文作者主要来自重庆高等院校

$表 !'#

表 !D作者来源单位分布

单D位 合计

重庆师范大学 #M

重庆大学 #G

重庆工商大学 %

重庆三峡学院 K

重庆教育学院 H

西南大学 M

重庆理工大学 $

重庆文理学院 $

"三%旅游研究内容分类

旅游研究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与多种学科相

互交叉融会!因此可以按照文献内容所涉及的学

科对文章进行分类# 参考吴必虎关于旅游研究内

容的学科分类体系+%!#",

!笔者对上述 %% 篇文献进

行了归类分析$表 G'# 另一方面!大旅游学的研

究对象是旅游系统!它包括 $ 个子系统*客源市场

系统(出行系统(目的地系统(支持系统!这 $ 个子

系统又分别包括若干个下一级子系统+#",

!这样!

又可以按照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旅游系统对这 %%

篇文献进行分类分析$表 G'#

表 GD文献按学科和系统分类的数量统计

学科分类

一级分类 次级分类 论文数量 合计

教育文化

人文资源与人才培养

旅游心理学

旅游与文化研究

其他理论研究

!

#

!G

#$

$"

资源开发

与规划

旅游资源开发(规划(与保护

园林风景生态

博物馆管理

旅游区环境保护与建设

旅游区开发(规划与管理

M

%

#

!

#H

GG

旅游经济

旅游产品设计学

旅游市场营销学

旅游商品学

旅游市场评估

旅游统计学

旅游会计学

H

#

G

H

G

"

#%

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

旅游企业经营管理

M

!

K

系统分类

一级分类 次级市场 论文数量 合计

客源市场统计
国内客源市场研究

国际客源市场研究

#%

!

!#

出行系统

交通设施及旅游路线

研究子系统

旅游信息服务子系统

旅游宣传(营销子系统

G

G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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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统分类

一级分类 次级市场 论文数量 合计

目的地

系统

吸引物子系统$旅游资源子系统'

设施子系统

服务子系统

K

$

"

##

支持系统

政策(制度(规范(管理

人才与培训

旅游文化

自然环境

旅游开发与规划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

产业发展战略及行业管理

旅游经济问题支持系统

企业管理

$

$

$

$

#M

#!

N

G

!

MH

从表 G 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有关的旅游研

究集中于与旅游资源和市场开发以及经济学和管

理学关系密切的旅游经营管理与服务!这一领域

的论文在论文总数中的比例过半#

#)从理论上分析# 近两年!相关学科理论研

究借鉴到旅游学研究领域增多# 杨红+##,

(尹新

哲+#!,等利用系统耦合对农业与旅游业两个产业

的系统耦合升级问题进行了探索#

范春+#GL#$,基于体验效用差异!借用旅游体验场

理论和形式美学理论!对景区廊道空间设计进行了

研究# 基于景观生态学的斑"廊"基"网络理论

分析乡村旅游空间结构特征和发展演变趋势#

刘进平(张锐+#M,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

出了重庆城市形象塑造的故事线(基本思路(整体

形象塑造策略(次级形象塑造策略(保健因素整治

策略以及城市形象塑造的组织与管理#

杨永丰+#H,等以%拐点&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

理论为基础!将影响旅游地生命周期变化的因素

用数学模型来表示!使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

合!构建旅游地生命周期预警系统#

!)在旅游资源和市场开发方面始终是重庆旅

游学者研究的重点# 除了上述研究外!范春(赵小

鲁+#K,基于时空思维模式在山地型景区旅游项目

策划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索# 姚阳+#N,等对旅游公

路景观规划设计方法与技巧进行探索# 王顺

克+#%,对西部贫困地区资源统筹整合开发模式实

现路径进行研究# 贺能坤+!",指出民族地区旅游

开发对民族文化的变迁产生了不利影响# 指出外

层表现为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弱化)中层表现为

民族文化出现%空壳化&)内层表现为民族认同感

和民族价值观正在发生蜕变!民族精神家园正在

不断迷失# 对当前民族地区旅游的开发进行

反思#

张述林(阳佩玲+!#,针对网络经济时代!探讨

网络游戏旅游这种新的旅游形式!并尝试设计了

一个新的开发模型"""螺旋模型!并阐述了该模

型的应用流程#

G)区域旅游# 王昕+!!,从时间尺度上重庆市

旅游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空间尺度上区县间表现

出高度不平衡性# 郑涛+!G,基于传媒视角对重庆

商务旅游目的地形象塑造进行探索# 毛长义+!$,

对三峡库区移民新城文化建设与区域旅游业发展

进行探索# 许世虎+!M,等对荣昌陶文化特色旅游

纪念品设计提出建议#

$)旅游法规# 余俊+!H,借鉴泰国可持续旅游

法对我国旅游立法提出建议# 徐本鑫+!K,就自然

保护地立法模式进行分析!说明政府必须提供平

衡各方利益的制度保障# 应该选择综合性框架立

法作为中国自然保护地立法的理想模式#

M)特色旅游

乡村旅游# 毛勇+!N,把乡村旅游在产品域上

体现为核心产品域(辅助产品域和扩张产品域三

个层次# 可从观光(体验(度假(康体养生和体育

冒险及专项等方面对乡村旅游进行开发!并在乡

村旅游的开发层次和营销方面注重乡村旅游产品

组合策略的运用#

生态旅游# 吴文+!%,等以重庆市北碚区为研

究对象!根据该区旅游资源的优势及分布特点!对

我国西南地区提出构建可持续性地发展山水城市

生态游的设想#

体育旅游# 黄健+G",提出西部体育旅游产业

应加强绿色策划和设计!努力塑造绿色形象)建立

全新的绿色管理模式)大力开发绿色体育旅游产

品)制定绿色价格)打造绿色价值链# 张云耀+G#,

通过对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研究分析!

验证该赛事是否成功!同时力图找出促成现状的

主要原因!进而得出成功举办标志性体育事件的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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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

银发市场# 周刚+G!,界定了养老旅游的概念!

划分了其基本类型)并根据昆明与海南实地调查

数据及相关文献资料!对养老旅游的特点进行了

初步归纳总结并进行了实证研究#

遗产旅游# 世界遗产是极其宝贵的旅游资

源!王昕+GG,等从中国世界遗产地的空间分布特征

视角得出中国世界遗产地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空

间格局表现出明显的组团状特征并得出空间分布

特征均与自然环境(社会历史(经济活动等诸多因

素有密切关系#

H)旅游基础理论学科建设# 旅游政治研究兴

起于 !" 世纪 K" 年代的美国# 吸纳旅游学与政治

学二者的理论与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与研究

方法!从权力的视角解读政治!将政治学的宏阔视

野纳入旅游研究!大大拓宽了政治学与旅游学的

研究范围!丰富了旅游研究的内容!为旅游研究提

供了众多崭新的视角+G$,

#

K)休闲经济已成为一个城市经济结构转换和

持续发展的新型产业之一!也是目前旅游发展的

新动向# 邱慧+GM,就休闲*%以人为本&(充满%人

文关怀&的事业进行探讨#

田哩+GH,结合休闲旅游的特点和重庆发展休闲

旅游的现实条件!提出了重庆未来休闲旅游的发展

模式# !""N年国家实行了小长假制度!许曦+GK,就

小长假制度实行对旅游业的影响进行分析#

N)旅游管理方面# 架平(茶衫勇+GN,运用面板

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

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

和西部地区入境旅游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

实证研究#

旅游业是市场导向的行业!对旅游者的研究

是一个重点# 王昕(陈婷+G%,从旅游行为导向(管

理方便性角度!提出了新的旅游目的地解读!将其

划分为三个空间层次!即游览服务区(社区服务区

和社会服务区!并分析了它的空间层次结构关系

和主要要素#

田喜洲+$",就旅行社和导游之间委托"""代

理理论!构建经济模型# 得出旅游行政管理者要

做的就是完善现有的导游报酬机制!特别是通过

制度设计与行政手段来解决导游监督(回扣等问

题# 何爱平+$#,等运用动态最优化方法!建立了导

游道德风险模型!分析出一些重要参数的动态变

化路径及其经济含义!并全面分析了各参数对导

游道德风险的影响!提出导游不道德收入(政府监

管和惩罚力度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导游职业归

属感也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因素#

田世政+$!,以普达措区域的旅游管理制度变

迁为例!说明其经历了社区共管(自主开发(国企

垄断(民企租赁等四个阶段后!才演变到今天的国

家公园模式!其制度变迁过程是外部环境变化(%利

润&追逐(多方推动和路径依赖综合作用的结果#

唐敏+$G,等对国内旅游业的风险管理研究进

行述评!指出当前国内旅游业风险管理研究主要

集中在开发风险(经营风险(生态风险及文化风险

四个方面#

严亚+$$,以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对区域

旅游品牌组合管理综合模式进行研究#

李莉+$M,基于 #%%N"!""N 年重庆市星级酒店

及社会经济的时间序列数据!从中选取 #" 个指

标!运用主成分回归分析$ 1̀['方法实证研究相

关因素对重庆星级酒店发展的影响!得到各影响

因素的相对贡献率#

三&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近两年重庆旅游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加!质

量稳步提高!选题范围扩大!研究领域广泛# 在研

究方法上结合定性和定量研究!借鉴其他学科研

究成果灵活运用到旅游学研究中# 同时!在选题

中%研究问题的缺失&

+$H,不仅是旅游地理学研究

的问题!同样也是重庆旅游学研究的问题# 特别

是%有意义的问题$不仅可以提出新的看待事物(

改进现状的角度!而且可以在精神上激励研究者

本人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有待将强+$K,

# 在研

究方法上部分文章存在定量研究的滥用与不恰当

使用!出现了似是而非的数量模型!不规范的问卷

调查法的使用# 过于偏重行业应用而学术性

不足#

"二%建议

在选题方面旅游研究应以旅游现象或旅游经

历为中心!以%有意义的问题&为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应综合采用定性与定量(实证与演

绎(客位与主位等研究方法# 应注意*

以适用为原则# 旅游研究不应该着眼于运用

最新的(最好的方法!而应考虑哪一个方法更好地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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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旅游现象!哪种方法适用于该项研究#

规范的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 应鼓励定量

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方法综合使用# 定性研究必须

在规范的框架下进行!必须将深入访谈(参与式观

察等列为定性研究方法的必要手段#

客位研究法与主位研究法相结合# 旅游学中

的客位研究方法是以外来的(客观的(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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