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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直辖十年n境旅游市场持征分析及趋势预测’

陈 萍，张玉红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1997年直辖以来，重庆入境旅游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入境旅游人数和外汇收入均有较快的增

长。从入境旅游者的来源地区看，来渝旅游的外国游客中，关洲第一、亚洲第二、欧洲第三，而全国的排名依

次是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说明在吸引亚洲市场方面还有待提高;从入境游客消费结构来看，重庆与全国

基本相同。可运用时间序列模型中的曲线拟合方法，对重庆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进行预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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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IysisofmarketfeaturesanddeveIoPmentdirectionforecast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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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加tract:TheinboundtourismrapidlydevelopsinCho昭qingsinceChongqingbecamethemunicipalitydirectlyunderthe

centralgovernmentin1997，andthenumberofthetouristsofinbound·tourismandforeigncurrencyrevenuehaverapid1yin-

creased.Fromtheanalysisofthesourceofthetourists，thenumberofthetouristsfromAmericatakesthefirstPlace，fromA-

siatakesthesecondPlace，fromEuroPetakesthethirdPlace，butthenationwideanalysisshowsthattherankingorderofthe

numberofinboundtouristsisAsia，Europe，Americaandoceanica，whichindicatethatCho昭qingshouldimproveitspolicyto

attractmoretouristsfromAsia.AnalysisofconsumPtionstructureofthetouristsshowsthatChongqingisasthesameasall

China.CurveFittingMethodofTimeSeriesModelcanbeusedtopredictthenumberofinboundtouristsandtourismrevenue

of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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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庆入境旅游市场总体增长态势

    1.重庆入境旅游市场游客人数增长态势

    1997年重庆直辖以来，人境旅游得到较为迅速

的发展，人境旅游人数和外汇收人均有较快的增长。

1997年人境旅游人数为26.12万人，到2006年人境

旅游人数增加到60.32万人，增长了130.93%，年均

增长13.09肠，累计接待海内外游客344.68万人次。

各人境旅游市场除在2003年遭受非典影响使接待

量下降以外，其他年份均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其

中，外国游客是人境旅游市场的主体部分，平均占

74%的境外市场，年均增长率17.55肠，从图1重庆

人境总人数和外国人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也可以看出

其庞大的市场份额;港澳台游客平均占26%的市场，

年均增长率15.58%;台湾游客波动非常明显，在整

个曲线中有两个最高点和最低点，分别在1997年和

2002达到最高，在1998年和2003年达到最低，呈现

出w型，从2004年并始稳步增加，年均增长14.9%

(见图1和图2)。

    2.重庆入境旅游收入增长态势

    伴随人境旅游人数的增加，重庆市旅游外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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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呈逐年增加的态势。1997年，旅游外汇收人为

1.05亿美元，到2006年旅游外汇收人为3.087亿美

元，增长了194%，平均增长19.4%，这期间累计旅

游外汇收人达到16.997亿美元。从图3可以看出，

自1997年以来，旅游人数和旅游收人的增长都呈现

出波动起伏的态势，从1998年至2002年两者都呈

现出均衡的平稳增长，20o3年出现较大的波动，之后

又呈上升的趋势均长。从图上两者的波动基本上一

致可以看出，重庆市旅游外汇收人的增长主要依赖

于旅游人数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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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重庆入境总人数与外国人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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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重庆市入境旅游的港澳和台湾人数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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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12.69%的增长率;但是与其他优秀旅游城市如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相比，无论是旅游人数还

是旅游收人方面均有较大的差距。广东、深圳、上

海、浙江等沿海地区长期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对外经

济交往和大量海外资金的投人使旅游业与经济发展

相辅相成;北京具有无可比拟的首都经济优势。相

比而言，重庆市地处西南腹地 ，对旅游业的发展具

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二、重庆入境旅游市场结构分析

    1.重庆入境游客来源地区分析

    从区域上看，2005年来渝旅游的外国游客中，美

洲排第一，占全市人境旅游者总数的38.3%;亚洲第

二，占27.5%;欧洲第三，占22.6%。与全国相比不

同的是，全国人境旅游外国游客人数排名依次是亚

洲、欧洲、美洲、大洋洲，而且亚洲市场相当于其他所

有外国市场的总和，可见亚洲市场是一个有巨大潜

力的市场，是我国的主要客源市场。重庆的人境游

客来源与全国的差别说明，在开拓亚洲市场方面还

有待提高，应加强亚洲市场的营销工作。

    从国别上看，来重庆旅游的外国游客主要来自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2004年日本游客9.54万

人，居第一位，占21.96%;美国游客4.95万人，占

11.4%。日本、美国、韩国和西欧(英、法、德)属于重

庆市人境旅游的主要市场，近年来游客人数在逐年

增加;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是重庆人境旅游的

新兴市场，增长较快。

    表1 1997一20o4年重庆主要客源国入境人数/万人

      图3 重庆市入境人数增长率和收入增长率比较

    3.与全国重要旅游城市入境旅游比较

    重庆市旅游资源丰富，特别是长江三峡旅游区

是全国著名的旅游地;但是由于重庆地处我国西南

腹地，交通不是很便捷，人境旅游市场一直只占较小

的市场份额，还需要进一步发展。2006年重庆旅游

外汇收人3.087亿美元，居全国第16位，但是只占

全国外汇旅游收人的0.91%，旅游人数也只占全国

的0.48%。虽然1997年直辖以来旅游人数平均增

长速度为13.09%，高于全国平均9.82%的增长率;

旅游外汇收人的平均增长率为19.4%，高于全国平
  5O

国别 1997 1998 1999 20002001 20022003 2004

美国 1.243.86 4.64 5。9711.7川8.243.89 4.95
日本 2.643.92 3.664.583.27 6.?83.62 9.54

德国 0.410.66 1.01 夕 连连 1.07 5.491.66 1.44

英国 0.400.510.46 1.15 1.10 3.081.82 2.45

韩国 0.320.10 0.310。630.53 1.481.83 4.04

法国 0.350.720.78 1.050.59 0.9?0.43 0.84

澳大利亚 0.210.190.250.30 0.23 0.710.54 1.58

    2.重庆入境游客消费结构分析

    从人境旅游者的每天的人均消费和停留时间来

看，平均消费水平逐年增加，停留时间逐年减少。

1997年人境游客平均消费为 140.09 元/天，2004年

为172.35元/天，消费水平的增加符合经济增长的

规律。不同地区的游客的消费水平差别不大，20o4

年人境游客的人均消费为:外国游客173.65元/天，

香港游客170.69元/天，澳门游客160.54元/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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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游客165.40元/天。总体上平均停留的天数逐年

减少，从 1997年的3.16天降至2004年的2.7天，

这与越来越发达的交通网络有关，便捷的交通使游

客的往来更快速简便，减少了住宿时间。

表2 重庆市入境旅游消费水平及停留时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外国
人均消费/元/天 166.82 166.61 169.87 工6987 173。65

停留时间/天 3.24 3。19 2.71 2.92 2.79

香港
人均消费/元/天 165.94 170.09 王7234 172。34 170.96

停留时间/天 2.97 ’250 2.55 2.59 2.36

澳门
人均消费/元/天 150.30 172.64 17298 172.98 16Q.54

停留时间/天 2.48 2。28 2.14 3。31 3.00

台湾
人均消费/元/天 131.38 169.64 173.42 173.42 165.40

停留时间/天 2.9? 3。06 2.87 2.40 2.41

平均
人均消费/元/天 161.10 167.66 170.83 170.83 172.35

停留时间/天 3.16 3.08 2.74 2.83 2.70

    人境旅游者在我国境内的旅游活动包括食、住、

行、游、购、娱等多方面内容，而且这些方面的消费比

例不同。从重庆1997一2o04年人境旅游消费构成

可以看出，行是主要的消费对象，长途费用所占比例

从1997年的30.6%增加到2004年的50.7肠，占到

整个消费的一半，究其原因应该是交通的便捷使停

留时间减少，游客游览后便直达下一个目的地，相应

住宿减少，使得交通费用的比例相对提高。购物所

占的比例由1997年的19.7%逐渐降低，20o4年为

13.1%，但是仍然是整个人境旅游的第二大消费。

这一点与国内旅游明显不同，重庆地处西南，民俗文

化商品丰富多彩，如编织品、蜀锦、蜀绣、雕刻、陶瓷

等，民间艺术有川剧、木洞山歌、川江号子对海外游

客有很大的吸引力。其他消费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

餐饮、住宿、娱乐、邮电通讯、游览和市内交通。这一

消费比例与全国的消费结构基本相同，2004年全国

的旅游外汇收人构成比例依次为:长途交通、商品销

售、住宿、餐饮、娱乐、游览、市内交通和邮电通讯。

            表3 重庆入境游客消费比例/肠

    三.重庆入境旅游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1.入境旅游人数趋势预测

    根据重庆市1997年到2005年的人境人数数据

(在预测时剔除了2003年的数据)运用时间序列模

型中的曲线拟合方法进行预测。由于是小样本，我们

只对未来短期两年人境人数进行预测。运用最小二

乘法拟合出如下曲线:

    Y二0.0943X‘一2.099X3十16.4232X2一

          46.1053X+57.9363

    RZ=0.9654

    拟合优度较高，且其他计量指标较好地通过了

模型检验。

    2.入境旅游收入的趋势预测

    收人的增加主要依赖人境人数的提高，因此建

立旅游人数与旅游收人的回归方程:

    一元线性方程为Y=0.039647+0.047592X，

RZ=0.9684;指数方程为Y=1.2306二p(0.297X)，
RZ=0.9523。

    其中，线性方程的拟合优度较指数方程高，因此

采用指数方程模型拟合。结合旅游人数的趋势预测，

可以得出表4预测值。

        表4 重庆入境旅游人数预浏和收入预侧

年份
入境人数/万人 入境收入/亿美元

真实值 拟合值 误差 真实值 拟合值 误差

199? 26.12 26.25一0.130 1.05 1.28一0.232

1998 16.37 16.14 0‘234 0.88 0.82 0.061

1999 18.50 18.40 0.103 Q.97 0.92 0.050

2000 26.61 26.10 0.515 1.38 1。31 0.074

2001 31.33 34.56一3。230 1，63 1。53 0.099

2002 46.15 41.37 4.780 2.18 2.34一0.056

2004 43.44 46.39一2946 2.03 2.10一0.077

2005 52.39 51.72 0.672 2.64 2.53 0.107

2006 60.32 61.74 1.420 3.87 2。98 0.890

2007 83.09 3.99

2008 124.67 5.97

年份 1997 1998 1999 夕nnn ，nnl ?nn夕 ?no飞 2004
l~ 1- 一 11一 ，

长途交通 30.6 29.5 40.1 4?.1 47.1 56。3 56.3 50.7

游览 2.2 2.0 5.2 1.9 4.4 2.3 2.3 2.4

住宿 15.0 11.9 14.3 9.4 9.4 4.9 4.9 5.1

餐饮 9.5 8.2 8.1 5.5 6.4 5.6 5.6 6.0

购物 19.? ZqQ 1只 2 13.8 14.8 16。4 16。4 13。1

娱乐 6.4 3.1 4.5 4.5 6。9 3.5 3.5 3.0

娜电通讯 5.0 5。1 2.4 2。8 2.3 2.7 2。7 2.0

市内交通 2.8 1.5 3.5 2.4 4.0 1.5 1.5 1.1

其他 8.8 8.8 6.7 12。6 4.7 6，8 6.8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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