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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國大陸自 1978 年確定改革開放的政策方針後，旅遊業才隨著經濟發

展開始受到重視。中國大陸旅遊業的發展相較於其他國家雖然起步較晚，

但是在政府積極主導下，旅遊行政管理體制、旅遊法規、旅遊基礎設施、

旅遊資源開發、旅遊促銷等各方面，在二十幾年的時間內都已發展得相當

成熟，入境旅遊人數和旅遊外匯收入的大幅成長，更加速了經濟的發展。 

    本研究透過觀光政策制定進程中包含的構面，對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

旅遊業整體發展歷程進行分析探討，並依據其發展特點將發展階段劃分為

四個時期：開創時期（1978 年—1987 年）、轉捩時期（1988 年—1991 年）、

加速發展時期（1992 年—1998 年）、優化時期（1999 年至今）。研究中也發

現中國大陸旅遊業發展的成果反映出政府主導之旅遊發展戰略的成功，而

欲取得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平衡下，中國大陸旅遊業朝向「可持續發展」

前進是必然的趨勢。 

 

關鍵詞：中國大陸、旅遊業發展、觀光政策 

中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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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hina Tourism Development Stages  
Since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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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ourism in China had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to du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n 1978. Although China 
tourism developed later than other countries, tourism administration and 
regulation, tourism infrastructure and facilities,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promotion has grown up rapidly. The great progress of visitor 
arrivals and tourism receipts accelera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study uses dimensions of the tourism policy-making proces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tourism.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in the 
development progres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namely Initiate stage 
(1978-1987), Turning stage (1988-1991),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stage 
(1992-1998), Optimization stage (1999-pres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uccess of government driving tourism development strategy lead to the 
achievement of China tourism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China must develop 
sustainable tourism to bal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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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論 

 

    本章包含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及論文架構四個部份，將針

對研究問題的形成原因和希望獲得的答案加以說明，並清楚界定研究的對象和範

圍。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名列「金磚四國」之一的中國大陸，近年來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在國際上扮

演的角色日益重要，從過去的「世界工廠」逐漸演變為全球跨國企業爭先恐後欲

佔領的頭號市場。在 2001 年北京申辦奧運成功以及 2002 年上海取得世界博覽會

主辦權後，中國更是全世界注目的焦點，愈來愈多人想一睹這個擁有悠久歷史和

文化的大國其迷人風采。 

回溯到 1978 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行「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方針，

促使中國大陸的經濟走向改革，對外國採取友好開放的態度，亦使得更多外國人

士有機會踏上這塊土地。伴隨經濟發展的腳步，中國大陸的旅遊業開始受到重

視，雖然相較於其他國家而言起步較晚，但在高層領導人積極指導下發展相當迅

速。除了中央在政策法令上的推動，地方亦積極配合，使旅遊環境、條件及軟硬

體設施都不斷進步。2005 年，中國大陸入境旅遊人數達到 1.2 億人次，旅遊外匯

收入達到 292.96 億美元（世界排名第六位），分別是 1978 年的 66 倍和 111 倍，

在短短二十幾年如此大幅度成長，恐怕是許多旅遊先進國家無法比擬的。可以想

見中國大陸旅遊業的發展是跟隨著經濟發展的腳步，而旅遊業所創造龐大的外匯

收入，更刺激經濟的加速成長，這樣良好的互動循環讓其他欲積極發展旅遊業的

國家羨煞不已。 

學生有幸在就讀研究所期間到大陸進行交換學生，有機會實地旅行遊覽，更

深刻感受到中國旅遊業的蓬勃發展。但不禁好奇中國大陸是由政府高度控制的社

會主義國家，面對市場化程度極高的旅遊業，是如何引導其發展，由「外事接待

型」轉變為「經濟創匯型」？而中共當局在不同時空背景下，觀光政策的制定和

執行上考量的重點又是什麼？這些政策的實施具體表現在旅遊業的發展上，是否

具有明顯的特點並能清楚劃分階段？這些問題遂形成本研究的研究動機，期望能

發掘中國大陸旅遊業發展的「事中之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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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期望透過觀察和了解中國大陸旅遊業的整體發展歷程，藉由適切的理

論進行分析探討，達到以下的研究目的： 

1. 探討中國政府觀光政策的制定與旅遊業發展之間的相互關係。 
2. 劃分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旅遊業的發展階段，並歸納各階段之特點。 
3. 作為後續研究中國大陸旅遊業相關議題之研究的參考。 

 

1.3  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包括中國大陸 1978 年改革開放以後至今之旅遊業整體發

展歷程。由於旅遊市場可以區分為入境旅遊、國內旅遊、出境旅遊三個市場，中

國大陸旅遊業是從入境旅遊市場開始起步，發展最為蓬勃，且國際上衡量一國旅

遊業發展程度多以入境旅遊市場作為衡量標準，所以本研究在資料蒐集與研究探

討上主要即針對中國大陸的入境旅遊市場。 

    旅遊業的子行業或相關行業眾多，舉凡旅行社、飯店、民航業、遊覽車等，

都和旅遊息息相關。而一個國家旅遊業的發展更是跟經濟發展攸關密切，因此上

述的對象皆為本研究文獻與資料蒐集之標的。 

     

1.4  論文架構 

    本論文共有五章，依序為緒論、文獻探討、研究設計、現象解讀、研究結論

與建議。以下分別簡述各章節之內容。 

    第一章為緒論，說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和研究範圍，並對

整篇論文的架構作介紹。 

    第二章是文獻探討，分別對中國大陸旅遊業相關研究以及觀光政策相關理論

進行回顧探討，尋找本研究的切入點並確立其研究價值。中國大陸旅遊業的發展

概況也在本章之中作介紹。 

    第三章為研究設計，分為研究架構、研究方法及研究流程三個部份。首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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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第二章的小結發展出研究架構，提出待驗證的命題：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旅遊

業之發展階段。研究方法使用文獻分析法和個案研究法對命題進行驗證，最後確

定本研究的完整流程。 

    第四章為現象解讀，將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旅遊業之發展歷程劃分為四個時

期，內容分別對各時期進行分析探討，並歸納該時期的發展特點。另外藉由其他

學者對中國旅遊飯店集團及中國主題公園之發展歷程的階段劃分，與本研究提出

之旅遊業發展階段進行比較驗證。最後對四個時期的發展做出整合性的結論。 

    第五章為研究結論與建議，結論部份針對研究過程提出整合歸納的結果，並

說明研究限制所在；研究建議提供給後續研究者作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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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本章先將有關中國大陸旅遊業發展之研究與著作進行回顧整理，企圖對研究

主題建立宏觀了解，並藉由前人不同觀點角度的分析探討，探尋其微觀變化。接

著介紹本研究將採用之觀光政策相關理論，並對中國大陸旅遊業發展歷程做一概

述。最後說明本研究的切入點與欲填補之研究缺口，以及研究價值所在。 

 

2.1  旅遊業之定義 

    在進行文獻的回顧與探討之前，本節先對旅遊業之定義加以說明，以對本研

究之研究主題有更清楚的界定。 

    國內一般所稱之「觀光事業」在中國大陸稱之為「旅遊業」，皆翻譯自 tourism
一詞。楊明賢於 2002 年所著的《觀光學概論》認為在觀光旅遊的活動中，為促

進觀光客和觀光資源之間的結合，其間必須有相關的媒介存在，使觀光客得以達

到其觀光的目的，其即稱之為觀光事業。書中並整理不同學者對觀光事業之見解

如下： 

1. 日本學者土井厚在 1980 年出版的《觀光業入門》一書中提到：「觀光事業就

是在觀光客和交通、住宿及其有關單位中間，透過辦理簽證、中間聯絡、代

辦手續、導覽……等服務措施，並利用商業組織提供交通工具、住宿設施、

相關服務進而取得報酬的事業。」 
2. 美國觀光專家 Donald Lunberg 博士則在 1980 年所著《觀光業》（The Tourist 

Business）一書中認為：「觀光事業是為國內外觀光客服務的一系列相互關係

的行業。其關聯到觀光客、旅遊方式、膳食供給、設施和其他各種事物。它

構成一個綜合性的概念—隨時間和環境不斷變化，一個正在形成和正在統一

的概念。」 
3. 台灣發展觀光條例中對觀光產業的定義則為：「指有關觀光資源之開發、建設

與維護，觀光設施之興建、改善，為觀光旅客旅遊、食宿提供服務與便利及

提供舉辦各類型國際會議、展覽相關之旅遊服務產業。」（發展觀光條例，將

觀光事業改為觀光產業） 

    楊明賢綜合上述的概念，歸納出觀光事業包含下列兩點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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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光事業是一綜合性的產業，是由一系列相關的行業所組成。 
2. 觀光事業的主要目的是為觀光客提供服務，廣義則涵蓋觀光資源的開發與維

護。 

吳武忠（1994）對旅遊業（觀光事業）的涵蓋範圍做出簡要具體的說明，其

包含：和旅遊者需求密切相關的旅遊飲食設施、住宿設施、交通設施、遊覽娛樂

設施、商品銷售設施以及其他綜合性設施。 

本研究即以楊明賢與吳武忠兩位學者提出對旅遊業之定義，作為研究主題範

疇之界定依據。 

 

2.2  中國大陸旅遊業發展之相關研究 

前中國國家旅遊局局長何光暐（1999）採史實敘述的方式介紹中國大陸 1949
年後旅遊業的發展概況，以五年計劃時期作為劃分階段，敘述各階段旅遊發展之

目標與特點，並列舉入境旅遊人數、旅遊外匯收入等資料說明實際發展成效。最

後以歷史發展進程的觀點，詳述旅遊管理體制及旅遊法制建設之發展。 

 項安琪（1999）對中國大陸旅遊業發展歷程、旅遊管理組織以及旅遊業之經

營管理三個部份，進行回顧整理與探討。作者將中國大陸旅遊業的發展劃分為兩

個時期：第一時期為 1949 年至 1977 年的政治接待時期，旅遊工作主要是外事接

待，與其他國家建立友誼，旅遊模式偏向阿爾巴尼亞模式1，把旅遊看作是外交

活動而非一種產業。第二時期為 1978 年之後的發展時期，旅遊發展模式已大致

脫離社會主義國家傳統的發展模式，雖然中國大陸想建立屬於中國獨特的旅遊發

展模式，但為了迎合西方遊客消費市場，還是無可避免地採用了市場經濟國家的

旅遊發展模式。 

地方主義的興起影響了中國大陸旅遊管理組織的發展及運作。由於中國政府

對旅遊業的管理類型屬於「嚴格管理控制」，而改革開放後，地方政府已從以往

被動地執行全國利益轉為主動追求地方利益，因此具有調控主體與經濟利益主體

雙重身份，故作者認為中國旅遊管理組織的權責由中央集權轉為地方分權是必然

                                                 
1 阿爾巴尼亞旅遊模式為封閉型的社會主義模式，特點是把旅遊看作是一種外交活動而不是一種產業，因

此賺取外匯收入並非開展國際旅遊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促進外國人對本國政治、文化等方面的了解；

國內旅遊設施不足且落後，國內居民的旅遊不發達；對入出境的國際旅遊者實行嚴格控制；旅遊為壟斷

性經營，國家沒有專門的旅遊行政管理機構。（孫尚清，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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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 

作者歸納中國大陸改革開放以來一系列的旅遊政策，認為「五個一起上」是

在「走中國式的旅遊道路」此一大方向下，最具影響性的政策方針，但缺乏周延

性，雖然帶動旅遊基礎設施的建設，也導致微觀混亂，宏觀失序。因此中國政府

必須加強旅遊行業的管理，並制定切合時宜的法令條例，以期旅遊業的管理走向

法制化。 

Zhang，Chong & John Ap（1999）研究自 1978 年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政府

在入境旅遊業的發展中扮演之角色。作者將中國大陸入境旅遊業劃分成三個歷史

階段，分別為 1978 年至 1985 年，1986 年至 1991 年，及 1992 年以後，並透過觀

光政策制定進程中的政策需求、政策決策、政策產出和政策的影響四個要素

（Hall，1994），分別就三個階段進行分析探討，提出中國政府在不同階段中擔任

了以下幾個角色： 

1. 經營者（operator）—在旅遊業發展中提供基礎設施建設，並掌控旅遊行業的

擁有權與經營權。 
2. 調控者（regulator）—規劃與執行行業規範以管理旅遊業。 
3. 投資刺激者（investment stimulator）—以給予投資者利潤報酬作為誘因，刺激

對旅遊業的資金投入。 
4. 促銷者（promoter）—投入經費在對外國觀光客的促銷。 
5. 協調者（coordinator）—在不同政府部門對旅遊業採取之措施間進行協調。 
6. 教育者（educator）—設立旅遊教育機構以提供旅遊教育及訓練課程。 

研究結論認為政府在旅遊業發展的初始階段，扮演協調者和調控者的工作非

常重要，使旅遊業存在於一個有序的發展環境。而政府的角色必須隨旅遊業的具

體形勢和需求的改變而變化調整，才能使其更加健全發展。 

張積慧（2002）依循中國歷史朝代發展，以旅遊需求和旅遊供給兩方面的相

互作用為線索，闡述中國旅遊業的萌芽、發生、形成、發展的全過程。中國古代

即有旅遊活動的記載，旅遊的需求主隨著商業發展逐漸從王公諸侯向平民大眾普

及，但因農業社會文化因素使旅遊未能形成獨立產業部門。中國近代受到西方文

化影響，形成傳統旅遊業與近代旅遊業並行的二元態勢，可是旅遊業在國民經濟

中的地位相對低微，且政治上對旅遊業仍抱持被動心態。中國當代的旅遊業在計

劃經濟體制下發展相當緩慢，直到改革開放後實行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

革，旅遊業才開始蓬勃發展，促進其他行業與區域經濟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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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盈良（2006）對中國大陸旅遊業的改革和開放過程，進行統整性的概述，

並認為在旅遊發展整體貢獻、增加就業人數、帶動相關行業成長、促進產業結構

調整及加強各界重視旅遊業發展等方面，均有顯著成效。另外，作者對於中國大

陸旅行社和飯店業的發展現況進行探討，分析其發展特點與優劣勢，提出未來發

展方向的建議。 

 

2.3  觀光政策相關理論 

2.3.1  觀光政策之定義 

楊正寬（1996）從觀光事業發展的角度定義觀光政策為「政府為達成整體觀

光事業建設之目標，就觀光資源、發展環境及供需作最適切的考慮，所選擇作為

或不作為的施政計劃或策略」。 

    Goeldner, Ritchie & McIntosh（2000）定義觀光政策為「一整套法令、規章、

指導綱要以及發展、推廣促銷目的和策略，提供會直接影響觀光目的地發展和日

常活動，例如行銷、活動事件的開發、據點的經營以及遊客接待計劃，集體和個

別決定的架構」（陳思倫，2005，頁 192）。 

    林連聰、宋秉明與陳思倫（2006）對觀光政策的定義為「一個國家或地方自

治機關，為繁榮、發展其全國或地方觀光事業所擬定的施政方案或對策」。並說

明觀光政策的制定，目的主要在擬定觀光目標、觀光資源之規劃開發與管理維

護、觀光組織之設立與輔導。並期藉由發展觀光事業，達成國家觀光政策之總體

目標。 

2.3.2  觀光政策制定之相關理論 

唐學斌（2002）認為觀光政策的訂定，應包括兩個目標：（1）經濟上的目標；

（2）文化上的目標。在這兩個目標之下，又可分為廣泛的原則與具體的措施兩

個部份，其原則如下： 

1. 觀光資源的利用、保護及開發。 
2. 風景區及國家公園的建設。 
3. 各種觀光法令、條例與規章的訂立。 
4. 各種觀光制度之建立與有關機關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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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觀光投資的鼓勵。 
6. 觀光統計、市場調查與研究。 
7. 海外宣傳與國際合作。 
8. 其他有關觀光事業發展事項。 

Hall（1994）依據 Easton（1957，1965）提出的政治系統之投入—產出模型，

推導出觀光政策制定進程中的四項要素： 

1. 政策需求（Policy Demands）—來自政治系統內部與外部的需求。 
2. 政策決策（Policy Decisions）—政府當局為決策單位，且較一般政策制定更具

權威性。 
3. 政策產出（Policy Outputs）—政治系統實際的作為，以有形的產出當作依據。 
4. 政策影響（Policy Impacts）—包含計劃中和非計劃中達成的結果。 
 

他強調政策的發展處於政治角力的環境中，利益團體、公共團體、重要的個

人及政府領導階層，在觀光政策的形成與制定中相互競爭。而此一政策競技場亦

處於包含公共協議、價值和權力談判的大環境裡，如圖 2-1 所示。 
 

 

 

 

 

 

 

 

 

 

 

 

 

 

 

圖 2-1  觀光政策制定進程之要素 

資料來源：Hall,1994,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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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國大陸旅遊業發展概況 

    中國大陸自 1949 年中共建立政權後進入新中國時代，隨著國家經濟的恢復

和發展以及國際形象的提昇，不僅許多外國人士想一探新中國的面貌，更有廣大

海外僑胞想回國探親訪友，因此旅行社和旅行業務便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漸興起。

1978 年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旅遊業才開始受到中共當局的重視進而快速發展，

至今已成為國家經濟中的重要產業並在國際旅遊舞台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經由對中國大陸旅遊業相關研究之回顧與探討，本研究欲先就其發展概況作

一介紹，以求更明確研究命題與切入點。根據何光暐（1999）與項安琪（1999）
之研究，中國大陸旅遊業的發展大致可以劃分為兩大時期：1949 年至 1978 年的

政治接待時期與 1978 年以後的經濟經營發展時期，以下分別就此二時期之發展

概況加以介紹。 

2.4.1  1949 年至 1978 年的政治接待時期 

    為了接待海外僑胞及外籍華裔人士，1949 年 10 月 17 日成立了廈門華僑服務

社，這是中共建政後成立的第一家旅行社。在周恩來的指示下，1954 年 4 月 15
日在北京、上海、西安、桂林等十四個城市成立了中國國際旅行社，作為統一招

待外賓食、住、行事務的管理機構，承辦政府各單位及群眾團體有關外賓事務招

待事項；並發售國際聯運火車、飛機客票。（國家旅遊局人事勞動教育司，1997） 

    1964 年中共中央決定成立中國旅行遊覽事業管理局，目的在加強對全國旅遊

工作的統一領導，明確訂定發展旅遊事業的方針政策為「擴大對外政治影響，為

國家吸取自由外匯」。1966 年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對正在成長中的旅遊業造成極大

的衝擊，1965 年全中國接待外國旅遊者 12877 人次，但 1968 年中國國際旅行社

僅接待 303 人。 

    70 年代初期在毛澤東對國際交流工作的關注下，透過周恩來的關心和領導，

旅遊事業逐漸復甦。1976 年全國接待外國旅遊者近 5 萬人次，比 1975 年成長將

近一倍。 

2.4.2  1978 年至今的經濟經營發展時期 

    1978 年 12 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全國的工作重點轉向以社會主義發

展現代化經濟建設，明確改革開放之方向。1978 年 10 月到 1979 年 7 月間，鄧小

平發表了五次專門講話，要求儘快發展旅遊業。在國家政治經濟走向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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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領導人大力推動下，中國大陸的旅遊業再度邁出新的步伐。鄧小平曾提出：

「搞旅遊要把旅館蓋起來。下決心要快，第一批可以找僑資、外資，然後自己發

展」，於是 1979 年 5 月，國務院即批准北京等四個城市利用僑資、外資建造六座

旅遊飯店。 

    中共從 1953 年起實施第一個五年計劃2，此後國家經濟發展皆以各個五年計

劃設定之目標和方向作為圭臬。以下分別就中國大陸各個五年計劃時期作為階段

劃分，對此經濟經營發展時期進行概述。 

1. 六五計劃時期（1981 年—1985 年） 

    中共當局首先確立旅遊發展的基本方針和原則，提出今後一個時期發展旅遊

事業方針為「積極發展，量力而行，穩步前進」；旅遊管理體制原則是「統一領

導，分散經營」。具體的作為是將中國旅行遊覽事業管理局和中國國際旅行社分

開，並由國務院成立旅遊工作領導小組。1982 年 5 月將中國旅行遊覽事業管理局

更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旅遊總局，同年 8 月再更名為國家旅遊局，一直沿用至今。 

    1982 年 1 月，中共國務院提出「四個轉變」，即從只抓國際旅遊轉變為國際、

國內旅遊一起抓；從主要搞旅遊接待，轉變為開發建設旅遊資源與接待並舉；從

以國家投資為主建設旅遊基礎設施轉變為國家、地方、部門、集體、個人一起上
3，自力更生與利用外資一起上；旅遊經營單位由事業單位轉變為企業化經營。

除了旅遊業發展方針制定與旅遊管理體制改革外，中共也開始注意旅遊法制面的

問題，在 1985 年 5 月 11 日發佈了《旅行社管理暫行條例》，是旅遊產業的第一

部行政法規。 

1985 年，全中國入境旅遊人數達 1783.31 萬人次，比 1980 年增加 2.1 倍；旅

遊外匯收入為 12.5 億美元，比 1980 年增加 1 倍。另外，1985 年底全中國的飯店

數量為 710 座，擁有約 24.3 萬張床位，分別比 1980 年增加了約 3.5 倍和 3.2 倍。

這些數據顯示「四個轉變」和「五個一起上」的政策方針促使旅遊產業規模和業

績明顯提高，入境旅遊接待設施之建設也有相當大的進展，為日後旅遊業的長期

發展奠定基礎。 

                                                 
2 「五年計劃」是中國國民經濟計劃的一部分，主要是對全國重大建設專案、生產力分佈和國民經濟重要

比例關係等作出規劃，為國民經濟發展遠景規定目標和方向。中國除了 1949 年到 1952 年底為國民經濟

恢復時期和 1963 年至 1965 年為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外，從 1953 年第一個五年計劃開始，已經編制了十一

個五年計劃。（人民網，2005） 
3 合稱「五個一起上」。 

 10



2. 七五計劃時期（1986 年—1990 年） 

    中共將旅遊業列在《七五計劃》第三十七章中，明白指出「要大力發展旅遊

業，增加外匯收入，促進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往來」。這是第一次在國家計劃中

列入旅遊業，顯見旅遊產業的地位正式確立。1987 年 11 月，中共國務院發佈《導

遊人員管理暫行條例》；1988 年 6 月，國家旅遊局發佈《旅行社管理暫行條例施

行辦法》，同年 8 月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評定旅遊涉外飯店星級的規定》。以上

旅遊法規與管理辦法的制定，使旅遊行業管理體系初步成形，對於旅行社及飯店

的規範與管理提供了法源依據。1988 年 5 月，國務院撤銷旅遊協調領導小組，成

立國家旅遊事業委員會，也表現出政府當局對旅遊業進一步加大領導力度。 

    1989年 6月 4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對中國大陸國際旅遊市場造成相當大的影

響，全年入境旅遊人數約 2450 萬人次，較前一年減少 22.7％，旅遊外匯收入為

18.6 億美元，較前一年減少 17.2％。此一政治風波導致入境旅客和旅遊外匯收入

的大幅減少，對中國大陸旅遊業的傷害可見一般。 

3. 八五計劃時期（1991 年—1995 年） 

    在 1989 年的政治風波過後，八五計劃時期初的入境旅遊人數與國際旅遊外

匯收入逐漸恢復至 1988 年的水準。1992 年 6 月，中共國務院於《關於加快發展

第三產業的決定》中，將旅遊業列入「投資少、收效快、效益好、就業容量大、

與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關系密切的行業」，進一步確立旅遊業是第三產業的重

點。各級政府與相關部門亦相繼把旅遊業列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更有多

數的省、自治區、直轄市把旅遊業視為重點產業或先導產業來發展。 

    在旅遊行業管理方面，中央要求各地應建立合乎規範的旅遊行業管理秩序，

並繼續進行治理整頓旅行社的工作。1991 年 5 月，國家旅遊局與國家物價局聯合

制定《旅遊涉外飯店客房租價最低限價的規定》，對整頓旅遊價格市場採取了具

體行動。1992 年國家旅遊局制定《旅遊行業對客人服務的基本標準》，1995 年對

旅行社實行品質保證金制度，對旅客的權益提供進一步的保障。 

    此時期中國大陸的旅遊產品與旅遊市場開始走向多元化發展。旅遊業者將原

本以山水風光、文物古蹟、風俗民情為特色的傳統旅遊產品，加速更新並配合旅

客需求做調整，使遊覽內容更為豐富充實，提昇旅遊產品的層次和品味，朝向主

題觀光、度假觀光及參與性觀光發展。另外旅遊主管部門也開始強化旅遊促銷，

舉辦國家級大型旅遊活動。首先將 1992 年訂為「中國友好觀光年」，接著一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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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主題，如 1993 年的山水風光年，1994 年的文物古蹟遊，1995 年的民俗風情遊，

藉由每年不同主題的促銷，促進旅遊產品的開發建設。 

4. 九五計劃時期（1996 年—2000 年） 

    在 1998 年 12 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房地產業、資訊業和旅遊業被

確定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進一步提高了旅遊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此時為

了改善旅遊業的發展環境，促進城市朝向國際化、現代化的方向發展，國家旅遊

局於 1998 年制定《中國優秀旅遊城市》檢查標準，對自 1995 年以來發展建設中

國優秀旅遊城市工作的 75 個城市進行驗收，其中 54 個城市獲得第一批「中國優

秀旅遊城市」的稱號。1999 年 3 月，國家旅遊局發佈《旅遊發展規劃管理暫行辦

法》，是旅遊業第一個關於旅遊規劃的規章性文件，成為各地制定、編制旅遊規

劃，開展旅遊規劃工作的依據。 

    中共持續對於旅行社的規範管理進行改善調整。1996 年 10 月由國務院發佈

《旅行社管理條例》，順利實現將一、二、三類旅行社4轉變為國際旅行社和國內

旅行社。1999 年，國家旅遊局和對外經濟貿易部聯合發佈《中外合資旅行社試點

暫行辦法》，擴大對旅行社市場的開放。1999 年 5 月，國務院發佈《導遊人員管

理條例》，使旅遊法制體系更加趨於完善。 

    具主題性的年度旅遊活動持續舉辦，對海外市場的促銷宣傳達到的成效甚

佳。在入境旅遊市場逐漸成熟之時，於前一時期慢慢崛起的國內旅遊和出境旅遊

市場也在此時期不斷成長，形成三個市場平衡發展的局面。 

5. 十五計劃時期（2001 年—2005 年） 

    2001 年 3 月 15 日，第九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把旅遊業列在《十五計劃》

中第二篇「經濟結構」第五章「發展服務業，提高供給能力和水平」：「加大旅遊

市場促銷和新產品開發力度，加強旅遊基礎設施和配套設施建設，改善服務質

量，促進旅遊業成為新的增長點」。此處突顯前面幾個時期奠定的基礎已相當穩

固，故此一時期旅遊業便能夠更擴大發展，尋求新的成長點。2003 年 4 月開始，

中國大陸廣東省爆發「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或稱非典型肺炎），疫

                                                 
4 一類旅行社：經營對外招攬並接待外國人、華僑、港澳同胞、台灣同胞來中國、歸國或回內地旅遊業務

的旅行社。 

二類旅行社：不對外招攬，只經營接待第一類旅行社或其他涉外部門組織的外國人、華僑、港澳同胞、

台灣同胞來中國、歸國或回內地旅遊業務的旅行社。 

三類旅行社：經營中國公民國內旅遊業務的旅行社。（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旅遊局，1995，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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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延燒至六月底才獲得控制。疫情爆發後中國大陸立即被世界衛生組織（WHO）

列為旅遊警示區，造成旅遊產業嚴重傷害。根據世界旅遊暨旅行組織（WTTC）
的統計，中國大陸的旅遊產業損失約 76 億美元，約 280 萬旅遊從業人員失業。

所幸隔年外國旅客恢復信心，重新點燃入境旅遊市場，入境旅遊人數與國際外匯

收入都回復原來的成長水準。 

    2005 年 8 月，國家旅遊局正式啟動「青藏鐵路沿線旅遊發展規劃」編制工作。

2005 年 10 月，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旅遊局帶頭，聯合國家有關部門

和雲南、四川、西藏三省共同組成規劃編制領導小組，聯合啟動「香格里拉生態

旅遊區規劃」編制工作。同時協調上海、浙江、江蘇三省市旅遊局（委）聯合開

展「長三角區域旅遊發展規劃」編制工作。中共對於各地區採取的這些積極作為，

足以顯示區域旅遊發展的平衡逐漸受到中央的重視，也是旅遊業未來發展需著重

之處。 

 

2.5  小結 

    回顧中國大陸旅遊業的發展歷程及其相關研究可以知道，從整個旅遊業的萌

芽興起與中間歷經波折到逐漸發展成熟，中國政府扮演強力主導的角色。同時中

共對於觀光旅遊政策的制定，完全依循配合國家經濟發展計劃的腳步，並根據每

個階段的發展現況進行調整。然而過去的研究鮮少對中國大陸旅遊業的發展階段

做詳細的劃分與說明，Zhang 等人（1999）雖然利用 Hall（1994）提出觀光政策

制定進程中的四個要素將中國大陸入境旅遊業區分為三個歷史階段，但是未依各

階段的發展特點做詳細說明。本研究將從觀光政策制定的目標、原則和進程作為

切入點，對中國大陸旅遊業的發展歷程進行分析探討，據以劃分其發展階段並予

以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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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設計 

 

    本章區分為研究架構、研究方法和研究流程三個小節，以說明本研究之研究

設計內容。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利用觀光政策制定進程中涵蓋的四項要素，分別從「觀光政策需求」、

「觀光政策決策與產出」及「觀光政策產生的影響」三個構面，對中國大陸旅遊

業的整體發展歷程進行分析探討，歸納出中國旅遊業的發展在不同時空背景下產

生的特點，進而劃分其發展階段。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觀光政策制定進程 

 觀光政策需求 
 觀光政策決策與產出 
 觀光政策產生的影響 

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 
旅遊業之發展歷程 

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 
旅遊業之發展階段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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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採用文獻分析法及個案研究法，其內涵如下： 

1. 文獻分析法 

    楊國樞（1997）認為，文獻分析法乃是指蒐集他人所作的相關研究，分析其

研究結果與建議，並說明結果與建議對於本身的研究，是否有應用價值。文獻來

源有三類，第一類為相關研究報告、定期刊物、及學術論文；第二類為科學的學

說與理論；第三類為一般論著、民間通俗典故、具創造性或思考性的文章。此方

法的優點為可避免重複別人的研究，且可由不同面向去討論問題。 

2. 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法是一種包含設計邏輯以及特定資料蒐集與分析的方法，也是周延

且完整的研究策略。使用個案研究法時，可以混合任何量化和質化的證據為基

礎，不需要完全以直接、詳細的觀察做為證據的來源。在使用時機上，對於要回

答「如何」和「為什麼」的問題，且研究者對於事件無法或只有極少的操弄時，

個案研究法是適合的研究方法（Yin，2001）。 

    本研究針對與中國大陸旅遊相關之書籍、學術論文報告、期刊雜誌、網站資

料等，進行文獻蒐集、回顧與整理，藉以了解中國大陸旅遊業整體發展歷程，並

尋求合適的理論對個案進行分析探討。 

 

3.3  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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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根據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和研究目的，對於蒐集的文獻資料進行探

討，一方面經由相關研究的回顧整理，了解中國大陸旅遊業的發展概況；另一方

面透過相關理論的探討，確定將利用觀光政策制定進程理論進行分析。接著建立

研究架構，利用「觀光政策需求」、「觀光政策決策與產出」及「觀光政策產生的

影響」三個構面，對中國大陸旅遊業的整體發展歷程深入分析探討，進而歸納出

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旅遊業的發展階段。再藉由其他學者提出之中國旅遊飯店集

團及中國主題公園發展階段，與本研究提出之旅遊業發展階段進行比較驗證，作

為支持本研究的依據。最後，針對研究過程提出結論與建議。 

觀光政策制定進程 

 觀光政策需求 
 觀光政策決策與產出 
 觀光政策產生的影響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目的 

探討相關研究文獻 探討相關理論文獻 

中國大陸旅遊業發展概況 

研究架構 

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 
旅遊業之發展階段 

圖 3-2  研究流程圖 

研究結論與建議 

中國旅遊飯店

集團發展階段 
中國主題公園

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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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象解讀 

 

    本章針對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旅遊業之發展歷程，加以劃分為四個時期：開

創時期（1978 年—1987 年）、轉捩時期（1988 年—1991 年）、加速發展時期（1992
年—1998 年）、優化時期（1999 年至今）。內容以觀光政策需求、觀光政策決策

與產出及觀光政策產生的影響三個構面，對各個時期進行分析探討，歸納其發展

特點。另一方面，藉由其他學者對中國旅遊飯店集團及中國主題公園之發展歷程

的階段劃分，與本研究提出之旅遊業發展階段進行比較驗證。最後對四個時期的

發展做出整合性的結論。 

 

4.1  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旅遊業之發展階段 

    本研究對中國大陸旅遊業進行階段劃分之時間分界係依據中國政府當時制

定之重要觀光政策，以及該階段之入境旅遊人數、旅遊外匯收入等資料變化趨

勢，作為主要參考。各階段時間分界點之取決緣由，茲說明如下： 

1. 開創時期（1978 年—1987 年） 

中國大陸於 1978 年實施改革開放，旅遊業跟隨著經濟發展開始起步，並在

高層領導人主導下進行旅遊行政管理體制和旅遊企業體制的改革，發展建設旅遊

基礎設施。在海外觀光客大批湧入下，入境旅遊人數和旅遊外匯收入呈現快速成

長的趨勢：1978 年至 1987 年，入境旅遊人數從 180 萬人次增加為 2690 萬人次，

成長 15 倍之多；旅遊外匯收入從 2.63 億美元增加為 18.62 億美元，成長了 7 倍。 

2. 轉捩時期（1988 年—1991 年） 

到了 1988 年，中共國務院成立國家旅遊事業委員會，解決政府各部門缺乏

協調導致旅遊業管理混亂的局面。中國政府在此時期對旅遊業發展的付出也發揮

成效，使受到天安門事件影響的入境旅遊市場逐漸復甦，1991 年的入境旅遊人數

與旅遊外匯收入皆已恢復原先的水準。 

3. 加速發展時期（1992 年—1998 年） 

    1992 年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內容堅定了中國改革開放、全力發展的決心，也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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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路線。在此原則下，旅遊部門以市場導向對旅遊

業進行調控，發展多元旅遊產品，積極投入旅遊促銷，加快了旅遊業發展的步伐。

例如在此時期中國政府開始建設國家級旅遊度假區，並於 1992 年開始舉辦國家

級主題旅遊促銷活動，從強化旅遊產品的內容與品質，加速旅遊業的發展。 

4. 優化時期（1999 年至今） 

中共中央在 1999 年做出西部大開發的決策，決定利用旅遊業在經濟發展中

的先導作用，帶動其他相關行業發展。同時於 1999 年也以「可持續發展」為原

則對全國旅遊發展規劃加以引導規範，在兼顧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平衡下

追求效益極大化。到 2005 年，中國大陸旅遊外匯收入已達 292.96 億美元，位居

世界排名第六。 

以下即以觀光政策需求、觀光政策決策與產出、觀光政策產生的影響三個構

面，對各階段內容進行更詳盡之分析與探討。 

4.1.1  開創時期（1978 年—1987 年） 

    60 到 70 年代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的經濟活動幾乎停頓，對旅遊業造成

的干擾和破壞更是嚴重。1978 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對內搞活經濟，對外

實行開放」的總方針政策，拉開了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旅遊業也因此開啟嶄新

的一頁。1978 年 10 月至 1979 年 7 月間，鄧小平發表五次專門談話，要求儘快發

展旅遊業。他指出：「旅遊事業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速地搞」；「搞旅

遊要把旅館蓋起來。下決心要快，第一批可以找僑資、外資，然後自己發展」；「旅

遊業這個行業，要變成綜合性的行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00）。鄧小平在

旅遊業對國家政治經濟與改革開放的積極作用，以及旅遊管理、旅遊開發、旅遊

促銷的基本認識和基本規律上，皆做出明確指示（何光暐，1999），成為指導中

國大陸旅遊業發展的基本思想與原則，由外事接待型朝向經濟創匯型轉變。 

1. 觀光政策需求 

（1）旅遊行政體制有待重建 

    1964 年成立的中國旅行遊覽事業管理局隸屬於外交部管轄，是準外交行政管

理機構（卓晴君，1992）。但隨著改革開放中國敞開大門，海外旅客對中國產生

強烈的觀光旅遊需求，不再像過去以外交為主要目的。再者，鄧小平明確指示旅

遊業要賺取外匯，因此恢復成立的旅遊管理部門已經面臨根本不同於以往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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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是一個旅遊經濟的管理部門。 

（2）旅遊基礎設施匱乏 

    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濟建設與旅遊發展停滯，因此當 1978 年重新迎接海外

旅客時，飯店、旅行社和航空業等旅遊相關行業都沒有足夠能力接待大批湧入的

旅客。1978 年全中國入境旅遊人數為 180 萬人，1979 年增加至 420 萬人，成長

率為 132%；而 1978 年飯店數 137 間、床位數 30740 張，1979 年飯店數增加至

150 間、床位數增加為 34021 張，成長率分別為 9.5％和 10.7％。由此可見旅遊基

礎設施非常缺乏，完全無法滿足旅客的需求。 

（3）旅遊訂價失衡 

    在 1978 年以前，對於觀光旅遊的宣傳促銷純粹為了政治目的，且旅遊訂價

受到政府嚴格控制。中國政府將價格水準固定，未依照旅遊淡旺季節的需求波動

進行調整（Zhang 等人，1999）。另外許多旅遊從業者缺乏運用成本核算訂價的概

念，也沒有運用國際國內不同價格體系之差別多賺取外匯的意識（卓晴君，

1992），故旅遊價格體系有待旅遊管理部門予以建立。 

（4）旅遊業管理不佳，服務品質低劣 

    在中國施行計劃經濟體制下，旅遊業經營者的職權和自主性很小，資源配置

完全由政府掌控，黨委書記對公司營運的職責甚至大於經營者本身。這些因素導

致公司企業在決策時未以市場需求為考量，追求管理與經營效率。因此旅遊從業

人員抱著「吃大鍋飯」和「鐵飯碗」的心態，甚至有導遊在遊覽車上睡覺或是在

博物館紀念品商店裡等著拿旅客購物的回扣，旅遊服務品質之低劣不言可喻，更

是遠低於國際上的標準。 

2. 觀光政策決策與產出 

（1）旅遊行政管理體制的改革 

    旅遊管理體制的改革以 1978 年 3 月中共中央批轉外交部《關於發展旅遊事

業的請示報告》為起點，報告中對旅遊管理體制提出三點意見：（1）將中國旅行

遊覽事業管理局改為直屬國務院的管理總局，由外交部代管；（2）各省、市、自

治區成立旅遊局，負責管理各地方的旅遊事業；（3）成立旅遊工作領導小組，成

員包括計委、建委、外貿、輕工、商業、鐵道、交通、民航等部門同仁，統一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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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旅遊事業。國務院 1978 年 7 月正式批准這些意見，使旅遊行政管理體制得以

加快恢復和重建。 

    1978 年 8 月，旅遊管理體制再次改革，內容包括：（1）中國旅行遊覽事業管

理局改為由國務院直接領導；（2）中國旅行遊覽事業管理局作為行政機構，其編

制和經費歸國務院機關事務管理局管理；（3）中國國際旅行社總社作為事業單

位，實行企業管理；（4）旅遊經費由財政部管理，納入國家預算。 

    面對不同部門在旅遊發展上各自具有其優勢，旅遊業呈現分散經營的情形，

中共中央書記處於 1981 年 3 月提出旅遊管理體制改革的重要指導原則：（1）中

國旅行遊覽事業管理局要作為全國管理旅遊事業的行政機構，統一管理全國旅遊

工作；（2）中國旅行遊覽事業管理局作為管理機構，必須和中國國際旅行社實行

政企分離；（3）中國國際旅行社統一經營外國旅遊者來華的旅遊業務，並逐步實

行企業化管理。於是 1982 年 5 月，中國旅行遊覽事業管理局更名為中華人民共

和國旅遊總局，7 月便與中國國際旅行社分開辦公，8 月再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家旅遊局，簡稱國家旅遊局，一直沿用至今。局社的正式分家落實了政企分

離的原則，為強化旅遊行業管理創造有利條件，對中國旅遊行政管理體制的改革

十分重要，確立了專司旅遊管理的機構，提供旅遊管理上的方法、原則和內容。 

    1984 年 7 月，國務院批轉國家旅遊局《關於開創旅遊工作新局面幾個問題的

報告》中，要求國家旅遊局和各級旅遊行政管理部門都要簡政放權，旅遊企業都

應實行企業化管理，成為獨立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並提出加快旅遊基礎

設施的建設要採取國家、地方、部門、集體和個人一起上，自力更生與利用外資

一起上的方針。 

    1985 年 1 月底，國務院批轉了《關於當前旅遊體制改革幾個問題的報告》，

提出了旅遊管理體制實行「政企分開，統一領導，分級管理，分散經營，統一對

外」的原則，首次明確了「國家旅遊局作為國務院的職能部門，要面向全行業，

統管全國旅遊事業。各省、自治區、直轄市可根據國際國內旅遊發展的需要設置

旅遊局，統管本地區的旅遊工作。要善於運用行政的、經濟的和法律的手段，加

強對旅遊事業的管理。經濟特區和省級以下的市、縣，如需設置旅遊管理機構，

要本著精簡的原則，因地制宜，不搞一個模式」（何光暐，1999）。此一原則向各

省、市、自治區下放了外聯權和簽證通知權，解決六年來旅遊系統普遍關心的問

題。 

    1985 年 5 月，國務院發佈《旅行社管理暫行條例》，將旅行社分為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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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類社，並明確進行垂直的職能分工，確立旅行社的垂直分工體系。而這也是旅

遊業的第一部行政法規。 

（2）利用外資促進旅遊基礎設施發展 

    鄧小平在 1979 年 1 月 6 日的講話中提到：「搞旅遊要把旅館蓋起來。下決心

要快，第一批可以找僑資、外資，然後自己發展」，可見當時他已深知旅遊基礎

設施建設對發展旅遊業的重要性。於是 1979 年 5 月國務院召開辦公會議，研究

國家投資和利用僑資、外資建造飯店的問題。會議決定批准在北京、上海、廣州、

南京四個城市利用僑資、外資建造六座旅遊飯店。同年 6 月，國務院批准關於利

用外資兩千多萬美元建設北京建國飯店的請示，成為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建造的

現代化飯店。 

    加速建設旅遊基礎設施的迫切性也可以從中共制定的政策方針中看到。1984
年 7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旅遊局《關於開創旅遊工作局

面幾個問題的報告》中提出「加快旅遊基礎設施的建設要採取國家、地方、部門、

集體、個人一起上，自力更生與利用外資一起上」的方針。同年 12 月，國務院

批轉國家旅遊局《關於當前旅遊體制改革幾個問題的報告》中，把發展方針進一

步明確為「四個轉變」，也強調「從以國家投資為主建設旅遊基礎設施轉變為國

家、地方、部門、集體、個人一起上，自力更生與利用外資一起上」。 

    1984 年到 1988 年，全中國新建、改建、擴建的客房數淨增長達 14.3 萬間。

1985 年，全中國批准的中外合資合作項目共 109 項，其中旅遊項目達 73 項，佔

總數的 67％。引進外資促進旅遊基礎設施發展的建設獲得顯著的成效，尤其飯店

建設大規模興起，使旅客無處安身的壓力得到紓解。 

（3）旅遊訂價制度化 

    由於旅遊價格對旅遊市場的供需具有直接的影響，並決定旅遊的經濟效益，

所以中國政府對旅遊價格政策非常重視（項安琪，1999），而旅遊價格管理體制

的改革大約是從 1984 年開始起步。該年 7 月，國務院批轉了國家旅遊局《關於

開創旅遊工作新局面幾個問題的報告》，要求旅遊價格管理採取「統一領導，分

級管理，統一對外」的原則，實行分等級、分地區、分季節的收費標準和允許一

定幅度的浮動，以增加淡季客源。 

1985 年 1 月 23 日，國務院批准旅遊局發佈實施《中國國際旅遊價格的暫行

規定》，原則上參考國際市場旅遊價格，按質論價，合理收費，並對價格管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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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出了規定。1 月 31 日國務院在批轉旅遊局《關於當前旅遊體制改革的幾個問

題的報告》中提出，對旅遊價格的管理，要實行統一領導、分級管理、統一對外、

按質論價、合理收費的原則。國家旅遊局要會同國家物價局制定旅遊價格的具體

原則和作價辦法。各省旅遊局應根據本地區的旅遊資源、接待條件和客源狀況，

按照國家對旅遊價格的原則規定，制定本地區的旅遊價格，但不得違反規定限

度、損壞國家利益和聲譽（何光暐，1999）。 

中國政府在這個時期對旅遊價格改革的趨勢，是由硬性的統一訂價逐漸轉變

為彈性的宏觀調控，欲建立正常的市場運作機制。 

（4）旅遊企業體制的改革 

    由於飯店較早和政府部門、行政機關劃清關係，且飯店的有形資產成本結

算、財政補貼問題突出（卓晴君，1992），因此中國政府首先針對飯店業進行企

業內部改革。1978 年 10 月召開的全國旅遊工作座談會提出兩點意見：（1）飯店

應該實行經濟核算，企業管理，盡快實現企業化；（2）要加強對飯店的管理，制

定全國統一的標準和收費辦法。緊接著在 1979 年 10 月，國務院批轉的《關於大

力發展旅遊事業若干問題的報告》中，要求旅遊管理體制改革要實行企業化，並

明確要求中國國際旅行社的各地分、支社凡有條件的應從 1980 年起轉為企業化，

實行獨立核算、自負盈虧。尚不具備的要積極創造條件，盡早向企業過渡。 

    1978、1979 年之後，第一批利用外資合資、合作的企業先在旅遊業出現。這

些企業在企業管理體制上發展出新的模式，並且管理效率和經濟效益方面都有良

好的表現，為旅遊企業體制改革提供了最好的典範。旅遊業以北京建國飯店的成

功經驗為代表，做出以下兩點歸納：（1）企業自主權擴大；（2）合資企業領導體

制靈活有效，總經理責任制擴大了總經理的權力和責任。 

    隨著旅遊企業政企分離的程度不斷提高，企業自主權逐步擴大，其經營管理

效率和經濟效益也大幅提昇，但在建立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積累、自我發

展的有效機制方面，仍需要時間去摸索、改進。 

3. 觀光政策產生的影響 

（1）旅遊業成功轉變為「經濟創匯型」 

    中國大陸旅遊業在改革開放後最主要的目標，就是要吸引外國觀光客來訪，

創造外匯收入，使旅遊業從外事接待型轉變為經濟創匯型。由於旅遊行政管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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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旅遊企業體制的改革進步，以及旅遊基礎設施的建設發展，此目標在這個時

期可以說是成功達成。如圖 4-1、圖 4-2 所示，1978 年至 1987 年，入境旅遊人數

從 180 萬人次增加為 2690 萬人次，成長 15 倍之多；旅遊外匯收入從 2.63 億美元

增加為 18.62 億美元，成長了 7 倍，證明兩者在這個時期均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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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1978 年至 1987 年中國大陸入境旅遊人數趨勢圖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國旅遊統計年鑑 199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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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1978 年至 1987 年中國大陸旅遊外匯收入趨勢圖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國旅遊統計年鑑 1995-2006 

 

 

 

 

 

 

 

（2）旅遊基礎建設大幅發展 

從 1984 年起，中國掀起了興建旅遊飯店的熱潮。如圖 4-3 所示，1983 年，

中國大陸飯店總數為 371 座，是 1978 年的 2.7 倍，1978 年至 1983 年飯店數量平

均增長率為 20.08％；到了 1987 年，中國大陸飯店總數為 1283 座，是 1978 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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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倍，1984 年至 1987 年飯店數量平均增長率上升為 36.4％。由此數據明顯看出

在「五個一起上」和利用外資的發展方針指導下，新建、擴建、改建了大批的旅

遊飯店，短短幾年內便使飯店供給短缺而制約旅遊業發展的狀況從根本上獲得解

決。旅遊飯店是旅遊業的基本生產力，也是發展旅遊業最主要的基礎設施（張玉

璣，1990），因此旅遊飯店大規模興建完成，創造了日後旅遊業穩定發展的必要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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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1978 年至 1987 年中國大陸飯店數量趨勢圖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國旅遊業 50 年 

 

 

 

 

 

針對旅遊景點廁所老舊髒亂、嚴重不足的問題，中共中央於 1982 年召開全

國涉外廁所會議，並於當年由國家旅遊局投資 276 萬元，在全中國主要風景區和

遊覽點修建 93 個具現代化設備的廁所，使此一問題得到紓解改善。 

交通運輸方面，中國民航購置了許多新型的中型、大型客機，開通連接中國

境內主要旅遊城市的航空運輸網，並開闢通往世界五大洲的國際航線。鐵路部門

採取加掛軟臥空調車廂，增加班次等一系列措施，增加載運能力。中國政府為了

緩解短途遊覽車不足的狀況，開放進口各種類型的空調遊覽車數萬輛；此外還建

造豪華遊覽船，往來於長江三峽之間。在中國政府積極發展交通運輸建設下，海、

陸、空結合配套的旅遊運輸網儼然成形。 

（3）旅遊業發展宏觀失控 

雖然中國旅遊業在這個時期的發展速度驚人，但中國政府對數量增長的過度

重視導致旅遊業發展呈現混亂失序的情形，可以從下列幾個方面來看： 

A. 旅遊飯店發展超前 

    許多旅遊熱門城市和景點地區未考慮市場需求和供給數量變化，大量投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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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賓館飯店，不但客源增長速度跟不上，其他配套設施建設如旅遊交通運輸、水、

電、煤氣及各類服務設施等，也無法趕上飯店的建造速度。結果導致飯店供給服

務品質下降，經濟效益不如預期。 

B. 政出多門、政令不一 

    旅遊管理體制實行「政企分開，統一領導，分級管理，分散經營，統一對外」

的原則在實際執行中被分割了，「分級管理、分散經營」成為實質性的具體化內

容而被廣泛運用，但「統一領導、統一對外」的原則形同虛設，沒有被落實。各

級單位以自身利益考量為出發點，對旅遊行業無法有效管理，造成旅遊市場秩序

混亂，削價競爭、以假充真的現象日益嚴重，不僅扭曲企業形象，更損害國家利

益。 

4.1.2  轉捩時期（1988 年—1991 年） 

    1985 年 12 月，中共把旅遊業列入《七五計劃》中，將旅遊業視為經濟和社

會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旅遊業第一次在國家計劃中出現，象徵其產業地

位已經確立，也是中國旅遊業已經從外事接待轉變為經濟創匯的重要標誌。 

    正當中國大陸旅遊業的發展蒸蒸日上之際，1989 年的「六四天安門事件」重

重打擊了入境旅遊市場，入境旅遊人數和旅遊外匯收入大幅下降。雖然此一政治

風波造成旅遊業的不景氣，但是中共當局卻利用這個機會針對前一時期發展過快

形成的失序問題，進行檢討改革，恢復應有的秩序，將旅遊業的發展拉回正軌，

使繁榮景氣逐漸復甦。 

1. 觀光政策需求 

（1）追求入境旅遊人數與旅遊外匯收入持續成長 

「七五時期」中共將旅遊工作重點放在航空、旅遊景點的升級，服務品質的

提昇，以及旅遊行業間的運作、協調等方面，希望旅遊基礎設施和服務品質能夠

到達旅遊發達接待國家的水準。因此中國政府設定了在此時期欲達成的目標：到

1990 年接待海外旅客 500 萬人次（其中外國人 300 萬人次），旅遊外匯收入達到

27 至 30 億美元。 

（2）解決快速成長帶來的失序問題 

旅遊行政管理體制和旅遊企業體制在前一時期經歷了一番改革，卻衍生出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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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市場供需失衡、秩序紊亂的問題。例如新建的現代化飯店多數集中於沿海省份

城市，內地各地區建設發展較慢，呈現發展空間分佈非常不平衡的狀態。如表 4-1
和表 4-2 所示，至 1989 年，沿海十一個省和直轄市擁有旅遊飯店 1070 座，佔全

中國總量的 60％；擁有客房近 15 萬間，佔全中國總量的 56％。西部十個省、市、

自治州的旅遊飯店數量僅為 260 座，佔全中國總量的 14.5％；擁有客房數 4 萬多

間，佔全中國總量的 15％（鄭新華、周桂蘭，2004）。而且當時高級旅遊飯店主

要客源為境外旅客，所以當天安門事件一發生，海外旅客人數急遽減少，飯店市

場立刻出現供過於求的失衡現象。 

表 4-1  1989 年沿海十一省市、直轄市飯店及房間數量 

地區 飯店數（座） 房間數（間） 
全國總計 1788 267505 
地區總計 1070 149739 

天津 18 3645 
河北 54 9052 
遼寧 89 12034 
上海 72 15542 
江蘇 35 5930 
浙江 36 6099 
福建 72 9349 
山東 66 9136 
廣東 541 65886 
海南 43 4712 
廣西 44 8354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國現代飯店的發展及其特性＂，鄭新華、周桂蘭，

2004，樂山師範學院學報，11，116 

 

表 4-2  1989 年西部十省市、自治州飯店及房間數量 

地區 飯店數（座） 房間數（間） 
全國總計 1788 267505 
地區總計 260 40180 
內蒙古 18 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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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87 13949 
貴州 14 1977 
雲南 20 2639 
西藏 13 1329 
陝西 24 6033 
甘肅 25 3833 
青海 6 847 
寧夏 9 1060 
新疆 44 5011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國現代飯店的發展及其特性＂，鄭新華、周桂蘭，2004，

樂山師範學院學報，11，116 

 

旅遊體制改革後，實行政企分離和行業管理打破了原有的管理辦法，但相對

應的一系列配套政策、法令、法規、措施等尚未完全跟上，使一些原有的舊秩序

變成無秩序，產生違法亂紀等問題。 

2. 觀光政策決策與產出 

（1）促進政府部門間相互協調 

此時中國旅遊業的發展受到兩大問題的困擾：（1）旅遊主管部門研究制定的

規章措施無法得到相關部門的理解和支持，在執行推動上非常困難；（2）各地旅

遊景點地區開發建設因區域分割，分屬不同管轄單位，常出現各種矛盾衝突。為

解決政府各部門缺乏協調導致旅遊業管理混亂的局面，國務院於 1988 年 5 月成

立國家旅遊事業委員會，屬於國務院常設的議事與協調機構，同時撤銷國務院旅

遊協調領導小組。國家旅遊事業委員會的運作加強了政府部門間的協調，使觀光

政策的規劃更為周延，執行更加順遂。此舉打破了行政和地域上的界限，實現部

門協調和區域聯合，有效解決旅遊資源開發和旅遊管理中遭遇的一連串問題，使

政府資源的整合運用發揮更大功效，替旅遊業營造更有利的發展環境。 

（2）促進旅遊景點恢復與發展 

因為海外旅客到中國旅遊主要集中在具有歷史和文化吸引力的城市，所以

1984 年以前，中國政府對旅遊業發展的重心放在旅遊基礎設施建設上。後來中央

逐漸意識到開發旅遊景點和提升旅遊設施與服務單位接待能力的重要性，於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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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年批准每年投資五億元，陸續興建七大重點工程，包括西安秦始皇兵馬俑博

物館擴建工程、蘇州寒山寺擴建工程、開拓無錫古運河和太湖遊覽設施建設工

程、北京修復慕田峪長城、十三陵神路和頤和園蘇州街等。除了七大工程外，國

家也和地方配合投資共同開發建設了多處景點。透過七大重點工程和其他風景名

勝區的建設，中國旅遊景點資源開發工作呈現嶄新的局面。 

（3）加強對旅遊業的規範 

    由於之前對旅遊行業的規範不明確，中共當局決定進一步對旅行社、導遊人

員和飯店業的經營運作和服務品質加以管理，樹立旅遊行業的行為規範，維持旅

遊市場正常的運行秩序。 

    旅行社方面，1988 年國家旅遊局發佈《旅行社管理暫行條例施行辦法》，明

確指出國家對旅行社的行政管理方針，並對旅行社的性質、分類、開辦條件、經

營範圍、審批程序和基本職責做出規定。中國政府對旅行社實施的雙重註冊、分

類管理制度由此得以正式確立，經理資格認證制度也包括在其中。 

    因為旅客對導遊人員服務品質和道德行為的抱怨投訴屢見不鮮，於是國家旅

遊局在 1987 年 8 月發佈《關於嚴格禁止在旅遊業務中私自收受回扣和收取小費

的規定》，並於同年 11 月發佈《導遊人員管理暫行條例》，對導遊人員的業務、

資格和責任進行規範。1989 年開始實施的全國導遊人員資格考試、持證上崗和合

同管理等措施，也有效提高了導遊人員的素質。 

    飯店業方面，有許多豪華高級飯店是借助外資才得以建造發展，但由於這些

豪華高級飯店的數量過多，因此 1988 年國家旅遊局決定外資不得於主要觀光城

市再投入飯店的建設（Zhao，1989；EIU Travel & Tourism Analyst，1989）。此外，

所有飯店業者都必須取得國家旅遊局核發的執照才能營業。1987 年全國旅遊工作

會議指出「七五時期，中國飯店業要實現集團化、系列化經營，要成立類似國外

的假日（Holiday）等飯店集團公司，採取由幾個『龍頭』帶動『龍尾』的辦法，

把全國飯店組織起來」。此後，聯誼飯店集團、華龍飯店集團和友誼飯店集團相

繼成立。1988 年 8 月，國家旅遊局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評定旅遊涉外飯店星級

的規定》，在全國旅遊涉外飯店中施行星級評定制度，目的在於改善飯店設施，

提高飯店服務品質，使中國的旅遊飯店達到國際水準；國家旅遊局也在 1989 年

公佈了第一批 22 家星級飯店。 

3. 觀光政策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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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兩級旅遊管理體制初步形成 

北京市於 1986 年根據中央書記處關於首都建設方針的指示，率先實行對旅

遊管理體制的改革，由市委、市政府賦予北京市旅遊事業管理局統一管理北京市

城鄉旅遊事業的具體職能。如在制定北京市旅遊行業方針、政策和發展規劃的同

時，授予組織旅遊開發的審核權，凡旅遊新建項目，均先由北京旅遊事業管理局

根據整體發展規劃會同有關部門審核；凡在北京市開發營業性旅遊項目，需旅遊

主管部門審查同意後，工商部門方可發給營業執照；有權對旅遊企業進行檢查、

監督，有權處罰等等（卓晴君，1992）。 

北京市實施旅遊管理體制改革之後，引起各方注意，許多省、直轄市紛紛效

尤。1985 年到 1989 年之間，各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制定和發佈的地方

政府旅遊規章計 16 件，由各地方旅遊部門制定和發佈的規範性文件計 105 件（卓

晴君，1992）。這些地方性旅遊行業管理的規定和文件，對整體中國旅遊業的管

理規範提供較完備的補充，使其更加完善，具體形成國家與地方上下並進的旅遊

行業管理體系。 

（2）矯正旅遊行業發展，復甦入境旅遊市場 

國家旅遊局發佈的一系列法令規定，一方面對清理整頓不法旅行社、維護旅

客權益、提升旅遊服務品質起了良好作用，對各行各業開辦和經營旅行社業務也

達到積極規範和管理的效果。另一方面促使中國的旅遊飯店在服務品質、管理效

率和經濟效益上不斷進步，逐漸朝向正規化、專業化、規範化和科學化的國際一

流水準邁進。 

1988 年成立的國家旅遊事業委員會在此時期發揮了協調和計劃的作用，強化

了中國政府作為經營者和調控者的功能（Zhang 等人，1999）。雖然由於政治風波

的發生使預期接待海外旅客人數和旅遊外匯收入未達到目標，但中國政府在此一

時期對旅遊管理體制和旅遊業規範方面的強化，更加奠定未來穩定發展的基礎。

從圖 4-4、圖 4-5 可以看出中國政府在此時期做的努力逐漸發揮成效，入境旅遊

人數和旅遊外匯收入緩步回升，使遭受重挫後的旅遊客源市場呈現復甦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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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1988 年至 1991 年中國大陸入境旅遊人數趨勢圖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國旅遊統計年鑑 199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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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1988 年至 1991 年中國大陸旅遊外匯收入趨勢圖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國旅遊統計年鑑 199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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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加速發展時期（1992 年—1998 年） 

    鄧小平在 1992 年的「南巡講話」堅定了中國深化改革開放的決心，也促使

中國旅遊業在這個時期加快了發展的步伐。1992 年 6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

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中，進一步確定旅遊業是第三產業的重點項目。各

級政府相繼把旅遊業列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多數省、自治區、直轄市

也明確提出把旅遊業作為支柱產業、重點產業或先導產業來發展。 

另外，國家旅遊局的機構進行了大幅度精簡和職能轉變，國家旅遊局機關與

直屬企業實現了徹底脫鉤5，加速旅遊法制建設，行業管理進一步向「大旅遊、

大市場、大產業」的方向推進，旅遊管理體制加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接軌。 

                                                 
5 1998 年 12 月，中共中央實施《中央黨政機關與所辦經濟實體和管理的直屬企業脫鉤的總體處理意見和

具體實施方案》，實現全行業政企分開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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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光政策需求 

（1）以市場經濟發展方向為原則 

1992 年 1 月 18 日到 2 月 23 日，鄧小平巡視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

發表了著名的「南巡講話」，對中國造成了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他提到「不堅持

社會主義，不改革開放，不發展經濟，不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路一條」；「要

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不要糾纏於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討論」；「計劃多

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不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都是經

濟手段」；「發展才是硬道理」，這些話再一次穩定了中國深化改革開放的局面，

加快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步伐。同年 10 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

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體制，意味著經濟將朝向市場化發展，在經濟結構中佔有重要地位的旅遊業亦是

如此。 

（2）重振國際旅遊市場 

1989 年天安門事件的發生，使海外旅客數量銳減，業績大幅下滑，旅遊業遭

受前所未有的打擊，每個旅遊企業公司都亟欲重振旅遊市場。各級旅遊行政管理

部門計劃以加強旅遊促銷活動、樹立中國旅遊業整體形象、完善旅遊產品、提高

服務品質等各方面措施，希望能夠使旅遊客源及市場得到復甦。 

2. 觀光政策決策與產出 

（1）擴大外資投入旅遊業的範圍 

在 1992 年以前，外資在旅遊行業的投入僅限於飯店業，隨著經濟政策的開

放，對於旅行社和航空業的外資限制逐漸減少（Zhang 等人，1999）。1992 年 8
月，國務院發佈《關於試辦國家旅遊度假區有關問題的通知》，決定在條件成熟

的地方試辦國家旅遊度假區，鼓勵外國和港澳台地區的企業、個人投資開發旅遊

設施和經營旅遊項目。度假區內可開辦中外合資經營的第一類旅行社，經營區內

的海外旅遊業務，具體由國家旅遊局負責審批和管理。1998 年 12 月，經國務院

批准，國家旅遊局和外經貿部聯合發佈《中外合資旅行社試點暫行辦法》，允許

設立中外合資旅行社，對中外合資旅行社的設立條件、審批辦法、經營範圍作出

明確規定。 

航空業方面，中共開始允許海外航空投資公司與中國航空業者合資經營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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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在這個開放政策下，外資可以和中方共同經營航空公司並參與商用機場的

投資（TTG Chinese，1994a）。至 1994 年，中國與來自香港、美國、新加坡、印

尼的投資商建立了 15 家飛機維修保養和地勤服務公司。海南航空公司於 1995 年

經中國外經貿部批准，成為第一家引入外資的航空公司。 

（2）規劃旅遊度假區之建設 

進入這個時期的中國旅遊業，基本上已經解決了供給短缺的問題，逐步進入

產業化經營階段，但旅遊產品的類型多半屬於文化觀光、景點遊覽等單一型初級

產品，已無法滿足旅遊市場日益多元的需求。因此當務之急便是順應國際旅遊市

場發展趨勢，積極開發旅遊度假產品，以增強產品的國際競爭力。 

1992 年 10 月，中共國務院正式批准在大連金石灘、青島石老人、蘇州太湖、

無錫太湖、上海橫沙島（後改為上海佘山）、杭州之江、福建武夷山、福建湄洲

島、廣州南湖、昆明滇池、三亞亞龍灣、北海銀灘等十二個地區試辦國家級旅遊

度假區，為大規模開發建設旅遊度假產品的開端。這些地區擁有豐富的旅遊度假

資源，交通往來便捷，國際觀光客流量大，並且在試辦國家旅遊度假區後可以享

受國務院給予的優惠政策。中國政府以利用外資為主進行開發建設，採取高規

格、高水準的規劃與投入，最終目標是建設成符合國際度假旅遊需求、以接待海

外旅客為主的綜合性旅遊區，藉以創造更多外匯收入。 

（3）以市場導向對旅遊行業進行調控 

中國政府在此時期更加考慮旅遊客源的需求，從市場導向的觀點指導旅遊業

的發展。為了提高旅遊服務品質，保護旅遊者的合法權益，滿足旅遊者的合理要

求，國家旅遊局於 1991 年 5 月發佈《旅遊行業對客人服務的基本標準》，明確制

定旅行社、旅遊涉外飯店、汽車、餐館及旅遊景點對客人服務的基本標準。 

1995 年 1 月，國家旅遊局發佈《旅行社質量保證金暫行規定》，要求各類旅

行社必須向旅遊行政部門繳納保證金，當旅行社因自身過錯未達到合同約定的服

務品質或服務未達到國家及行業規定的標準，而造成旅客的經濟權益損失，便以

此款項對旅客進行賠償。若旅行社破產或發生國家旅遊局認定的特定情形，也將

由保證金予以賠償旅客損失。這項規定促使旅行社更加關注旅客的滿意程度，加

強對旅行社服務品質的監督和管理。1997 年 3 月，國家旅遊局發佈《旅行社品質

保證金賠償暫行規定》，同年 5 月發佈《旅行社辦理旅遊意外保險暫行規定》，對

保護旅客的合法權益和旅行社經營規範提供了更明確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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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國務院在 1996 年 10 月發佈《旅行社管理條例》，是在 1985 年發佈的

《旅行社管理暫行條例》基礎上加以修改和完善，針對旅行社類別、設立、經營、

管理等方面都有更為準確的規定，以適應旅遊業發展的新特點和旅遊客源市場的

新要求。 

（4）積極投入旅遊促銷 

過去中國在旅遊促銷採用是最基本和傳統的宣傳方式，如出版旅遊書籍、發

送宣傳資料、參加國際旅遊博覽會、邀請海外旅遊業者來華考察等，主要目的在

建立中國旅遊業的形象。90 年代以後，國際旅遊市場競爭日趨激烈，中國僅靠旅

遊客源的自然增長已無法與其他採取強烈促銷攻勢的國家競爭，於是決定加大旅

遊宣傳促銷力度，主動開拓客源市場，將主題促銷作為此時期旅遊促銷工作的重

點。 

1992 年，國家旅遊局和民航局聯合舉辦「1992 中國友好觀光年」，是中國首

次由多部門、多行業聯合舉辦的國家級大型旅遊促銷活動。1992 中國友好觀光年

以樹立中國改革開放和中國旅遊業的總體形象為宗旨，推出 249 處國家級旅遊景

點、14 條專項旅遊路線和 134 個旅遊節慶活動，成為中國旅遊業發展和旅遊促銷

工作進入新階段的標誌。 

繼 1992 中國友好觀光年之後，國家旅遊局每年皆推出不同的主題促銷活動，

進一步開發新旅遊產品，對提高中國旅遊業的整體形象和水準形成相當大的作

用。歷年旅遊促銷活動如表 4-3 所示。 

表 4-3  中國大陸歷年主題旅遊促銷活動一覽表 

年度 活動名稱 年度 活動名稱 年度 活動名稱 
1992 中國友好觀光年 1998 華夏城鄉遊 2004 中國百姓生活遊 
1993 中國山水風光遊 1999 生態環境遊 2005 中國紅色之旅 
1994 中國文物古蹟遊 2000 神州世紀遊 2006 中國鄉村遊 
1995 中國民俗風情遊 2001 中國體育健身遊 2007 中國和諧城鄉遊 
1996 中國度假休閒遊 2002 中國民間藝術遊 2008 中國奧運旅遊年 
1997 中國旅遊年 2003 中國烹調王國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為了使旅遊促銷活動達到效果，中國於 1993 年正式加入亞太旅遊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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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A），並把握機會參與或舉辦國際展覽活動。1997 年 PATA 年會、交易會在

中國舉行，中國政府更藉此機會向國際大力宣傳促銷旅遊活動，極具歷史性意義。 

（5）加強資源保護，確保旅遊業可持續發展6

1994 年 3 月，中共國務院常務會議討論並通過《中國 21 世紀議程》，該議程

就旅遊業發展提出兩大方向：一是要求開發新的旅遊專線時，加強旅遊資源的保

護，發展不污染、不破壞環境的綠色旅遊，解決旅遊景區污水排放處理及垃圾收

集、運輸、處理問題，做好危害旅遊景區污染源的治理和控制；二是透過發展旅

遊，開展多種形式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和利用方面的示範工程建設，如在長白山、

武夷山、三亞珊瑚礁、紅樹林等自然保護區，規劃出一定的旅遊線路，限定遊客

流量，並設立配套的管理機制和服務設施，把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教育寓於旅遊活

動中（何光暐，1999）。 

3. 觀光政策產生的影響 

（1）地方政府提高對旅遊業的重視 

天安門事件後，全中國幾乎所有的省、自治區、直轄市都更加肯定旅遊業的

重要產業地位以及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表 4-4 可以看到許多地區把旅

遊業列為新的支柱產業、優先發展產業、第三產業中的龍頭產業或新的經濟增長

點。 

表 4-4  中國大陸各地區對旅遊業之定位一覽表 

地區 對旅遊業的定位 
重慶市 把旅遊業作為重慶市新的支柱產業來培育和發展。 

吉林省 
努力把旅遊業辦成重要經濟產業，在本世紀末發展成第三產業

中的重點產業。 
四川省 把旅遊業確定為今後培育壯大的六大支柱產業之一。 

湖南省 
把旅遊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新興支柱產業、第三產業的龍頭產

業、提高人民生活素質和加快老少邊窮地區脫貧致富的高效產

業來培育和發展。 

                                                 
6（1）目前世界公認的對可持續發展概念的定義源於 1987 年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來》

的報告：「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不損害子孫後代滿足其需求的發展模式」。 
（2）1955 年 4 月 28 日由「可持續旅遊發展世界會議」通過的《可持續旅遊發展憲章》中，說明可持續

旅遊的實質是「要求旅遊與自然、文化和人類生存環境成為一個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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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省 把旅遊業作為優先發展的支柱產業之一。 

山東省 
把旅遊業作為新經濟增長點，培育成為全省國民經濟的支柱產

業。 

山西省 
旅遊業已成為全省對外開放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先導產業，要把

旅遊業作為優先發展的支柱產業之一。 
內蒙古自治區 要切實把旅遊業作為第三產業的龍頭產業、提高人民生活品質

和加快脫貧致富的高效產業。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國旅遊業 50 年 

    除了中央以旅遊法制建設對旅遊業管理運作加以規範，地方政府也積極制定

相關的行政法規，欲樹立旅遊行業的行為規範，維持旅遊市場正常的運行秩序。

表 4-5、表 4-6 分別為此時期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人民政府發佈之旅遊行政

法規和規章。 

表 4-5  1995 年至 1999 年中國大陸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發佈之旅遊管理條例 

地區 時間 發佈文件 
海南省 1995.06.02 《旅遊管理條例》 
鄭州市 1995.06.30 《旅遊管理條例》 
河南省 1996.07.27 《河南省旅遊管理條例》 

河北省 1996.09.11 《河北省旅遊管理條例》 

青島市 1996.09.25 《青島市旅遊管理條例》 

山東省 1996.10.14 《山東省旅遊管理條例》 

深圳市 1997.02.26 《深圳經濟特區旅遊管理條例》 

湖南省 1997.04.02 《湖南省旅遊管理條例》 

雲南省 1997.05.28 《雲南省旅遊管理條例》 
山西省 1997.07.30 《山西省旅遊管理條例》 

武漢市 1997.08.22 《武漢市旅遊管理條例》 

四川省 1997.10.17 《四川省旅遊管理條例》 

重慶市 1997.11.28 《重慶市旅遊管理條例》 

遼寧省 1997.11.29 《遼寧省旅遊管理條例》 

廣西壯族自治區 1998.04.25 《廣西壯族自治區旅遊管理條例》 

陝西省 1998.08.22 《陝西省旅遊管理條例》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1998.09.25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旅遊管理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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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市 1998.12.12 《哈爾濱市旅遊管理條例》 

湖北省 1999.01.22 《湖北省旅遊管理條例》 

安徽省 1999.03.26 《安徽省旅遊管理條例》 

北京市 1999.03.30 《北京市旅遊管理條例》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國旅遊業 50 年 
 

表 4-6  1994 年至 1999 年中國大陸地方人民政府發佈之旅遊行政法規 

地區 時間 發佈文件 

廣東省 1994.06.07 
《廣東省旅遊景點專用資金徵收使用暫行

辦法》 
貴州省 1995.05.16 《貴州省旅遊業管理條例》 
福建省 1995.06.18 《福建省旅遊市場管理辦法》 

成都市 1995.11.11 《成都市旅遊投訴辦法》 

廈門市 1995.11.13 
《廈門市旅遊資源保護和開發管理暫行規

定》 
吉林省 1996.10.25 《吉林省旅遊安全管理辦法》 

北京市 1997.01.07 
《北京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強外省市旅行社

駐京分社管理的暫行規定》 
蘇州市 1997.01.06 《蘇州市旅遊行業管理暫行辦法》 

安徽省 1997.04.01 《安徽省旅遊市場管理辦法》 

哈爾濱市 1997.05.09 《哈爾濱市旅遊業管理規定》 

天津市 1997.09.24 《天津市旅遊業管理辦法》 

黑龍江省 1998.03.15 《黑龍江省旅遊業管理規定》 

河南省 1999.01.27 《河南省旅遊管理條例實施細則》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國旅遊業 50 年 
 

    大多數省級人民政府更做出了《關於加快發展旅遊業決定》，除了對企業體

制改革、旅遊法制建設、旅遊管理教育培訓做出明確規範，積極投入旅遊發展規

劃、環境資源保護和旅遊景點開發建設，更制定投資融資和稅收優惠等政策，刺

激投資者對旅遊行業的投入，甚至編列財政預算於旅遊宣傳促銷上。這些政策措

施顯示地方政府對旅遊業的重視程度日益高漲，旅遊業在地方上的發展也更趨成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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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旅遊產品多元發展 

在這個時期，中國的旅遊產品開發除了以旅遊資源為基礎，更以市場需求導

向作為發展原則，以開發出具有吸引力且滿足旅客需求的旅遊產品。在中國旅遊

業加速旅遊產品結構調整下，原本以山水風光、文物古蹟、風俗民情為特色的單

一傳統旅遊產品，轉向結合主題性、度假的多元旅遊產品，如吉林長白山、松花

湖的滑雪旅遊；新疆博格達峰、四川四姑娘山的登山探險旅遊；溫泉療養、生態

旅遊等，使旅遊產品更加豐富且具有深度，並兼具可持續發展的特性，滿足不同

層次、需求的觀光旅客。 

（3）入境旅遊市場轉變為「精作型市場」 

在中國政府擴大開放外資投入旅遊業的範圍以及積極對海外國家進行旅遊

促銷下，旅遊業發展更加蓬勃。中國大陸 1994 年旅遊外匯收入達 73.23 億美元，

晉升世界排名第十位；1998 年更達到 126.02 億美元，躍居世界排名第七位，足

以顯示在國際旅遊市場上的重要地位。 

如圖 4-6 所示，從 1978 年開始，中國大陸的人均創匯7逐漸下降，後來雖微

幅上升卻又在 1986 年跌至谷底，原因就在於中國大陸旅遊業在「開創期」只將

目標放在入境旅遊人數的增加，而未著眼於人均創匯與服務品質的提高，結果造

成創匯速度趕不上入境人數增加的步伐。1987 年至 1992 年，中國政府針對前一

時期發展過快產生的失序和混亂進行檢討改革，使旅遊市場恢復應有的秩序，因

此人均創匯在「轉捩期」呈現緩升的趨勢。1993 年至 1996 年之間，人均創匯大

幅增加，象徵旅遊業愈來愈能吸引觀光客的消費，其附加價值不斷提升。但由於

1997 年發生亞洲金融風暴，入境旅客人數和消費能力下降，才使人均創匯進步趨

緩。 

 

 

 

 

 

                                                 

圖 4-6  1978 年至 1998 年中國大陸旅遊人均創匯趨勢圖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國旅遊統計年鑑 1995-2006 

7 指以外匯計算的入境旅客每人平均消費金額 

 37



隨著中國大陸旅遊業高價值多元旅遊產品的開發，提供愈來愈多觀光娛樂消

遣的場所和服務，以及旅遊水準品質的提升，觀光旅客在中國大陸的消費量和消

費金額都在快速增加。由逐年增加的人均創匯顯示，中國大陸的入境旅遊業已經

具備增加觀光旅客消費的能力，並創造了較高的經濟利益，從低附加價值的「粗

放型旅遊市場」逐漸轉變為高附加價值的「精作型旅遊市場」（吳武忠、范世平，

2001）。 

4.1.4  優化時期（1999 年至今） 

    江澤民於 1999 年 6 月首次提出西部大開發8的概念，同年 11 月中共當局召開

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西部大開發的實際構想才得以確立，並在 2001 年 3
月 15 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所通過的《十五計劃》，正式確立了

西部大開發的發展策略（吳武忠、范世平，2004）。隨著中國大陸旅遊業的蓬勃

發展，其綜合性、開放性和關聯性強的特點已充分表現，在帶動相關行業發展，

擴大國內需求，增強經濟活力等方面的作用十分明顯。另外西部的旅遊資源豐

富，擁有獨特的風格，具有開發利用的巨大潛力，因此中共便將旅遊產業作為西

部開發初期的先行產業，以帶動其他產業發展，達到經濟開發的效果。 

《十五計劃》中提到「加大旅遊市場促銷和新產品開發力度，加強旅遊基礎

設施和配套設施建設，改善服務質量，促進旅遊業成為新的增長點」，因此中國

政府在此時期進一步對全國旅遊發展規劃工作進行引導及規範，並積極促進旅遊

產業升級，期望將旅遊經濟發展水準和旅遊管理服務水準全面提升到世界先進水

準。雖然 2003 年 4 月爆發「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或稱非典型肺炎）

後，中國大陸立即被世界衛生組織（WHO）列為旅遊警示區，造成旅遊產業嚴重

傷害。根據世界旅遊暨旅行組織（WTTC）的統計，中國大陸的旅遊產業損失約

76 億美元，約 280 萬旅遊從業人員失業。但在旅遊業發展基礎穩固與中共當局緊

急採行「旅遊業振興計劃」下，隔年海外旅客便恢復信心，重新點燃入境旅遊市

場，使入境旅遊人數與旅遊外匯收入都回復原來的成長水準。 

在中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北京申辦 2008 年奧運成功以及上海獲得

2010 年世界博覽會主辦權的種種因素下，可以預見中國大陸旅遊業未來發展將面

臨另一片新氣象。 

1. 觀光政策需求 

                                                 
8 西部地區包括重慶市、四川省、貴州省、雲南省、陝西省、甘肅省、青海省、內蒙古自治區、寧夏回族

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等十二個省、自治區、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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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促進旅遊產業升級 

    國際旅遊市場的競爭日趨激烈，世界各國都更加重視旅遊業發展，不斷採取

大規模、高投入的宣傳攻勢，使中國大陸的旅遊客源分散轉向。另外中國入境旅

遊市場在改革開放後快速增長，已形成較大的市場規模，因此未來要持續保持快

速增長較為困難。面對上述的情況，中國唯有促進旅遊產業升級，提供更精緻優

良的旅遊品質和服務水準，才能在國際上具有競爭力，維持向前飛躍的態勢。 

（2）平衡區域發展 

    中國大陸實施改革開放固然使經濟得以大幅發展，卻也導致各地區貧富差距

日益擴大，落後地區產生「人口結構老化、經濟資源稀少、地理位置偏遠、人民

生活窮困」不斷惡性循環的困境，尤其以西北地區最為嚴重（吳武忠、范世平，

2004）。《十五計劃》確立了西部大開發的戰略指導原則，希望藉由旅遊業的發展，

一方面達到「旅遊扶貧」，帶動西部地區整體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舒緩東西部

旅遊發展失衡的現象。 

2. 觀光政策決策與產出 

（1）以「可持續發展」為原則對全國旅遊發展規劃加以引導規範 

    1999 年 3 月，國家旅遊局發佈的《旅遊發展規劃管理暫行辦法》對旅遊規劃

的性質、內容、體系和編制報批程序等方面做出了規定。這是旅遊業第一個關於

旅遊規劃的規章性文件，成為各地制定、編制旅遊規劃，開展旅遊規劃工作的依

據。2000 年 10 月，國家旅遊局發佈《旅遊發展規劃管理辦法》，以具有更高法律

效力的規章形式對原有的原則和作法進行確定和鞏固，對全國旅遊發展規劃工作

達到進一步的引導和規範作用。 

    旅遊發展規劃的原則強調堅持可持續發展和以市場導向為主，注重對資源和

環境的保護，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在追求旅遊品質提升下，更要兼顧旅遊業發

展的社會、經濟和環境效益。 

（2）增強旅遊基礎設施建設 

為了使旅遊基礎設施建設朝向現代化、國際化的水準看齊，中共中央於 1999
年首次將旅遊基礎設施建設列入國債項目。2000 年，中央更將旅遊基礎設施建設

納入國債投資計劃，並安排了 13 億元國債基金用於重點支持旅遊交通、供水供

 39



電、車場廁所、污水垃圾處理等基礎設施建設，顯現其積極強化的決心。 

為推動旅遊資訊化的進程，促進旅遊產業的優化升級，國家旅遊局自 2001
年實施「金旅」工程，也就是中國旅遊資訊化的系統工程。該工程的具體內容就

是要建設「三網一庫」，即全國旅遊行政辦公網路、旅遊行業管理業務網路、公

眾資訊網路和旅遊綜合資料庫，其中公眾資訊網路包括旅遊電子商務網路和政府

網路。「三網一庫」的建設和實施，目的在於大量整合國內外旅遊資訊資源，使

政府、市場、公眾的資訊蒐集、資訊共享和資訊發佈體系能夠更臻完備，進而使

旅遊資訊化的建設水準與旅遊業的發展齊頭並進，成為旅遊業高速協調發展的動

力。 

（3）持續強化旅遊法制建設與提高旅遊業品質水準 

導遊人員方面，1999 年 5 月，國務院發佈《導遊人員管理條例》，使旅遊法

制體系趨於完善，為進一步加強對導遊市場的管理、強化對服務品質的監督、保

障旅遊消費者的合法權益、維護旅遊市場的良好秩序，提供了強而有力的法律武

器。2001 年 12 月，國家旅遊局發佈《導遊人員管理實施辦法》，強化對導遊人員

的日常管理，並增加四個方面的管理內容：對導遊人員實施分級管理、建立導遊

登記制度、對導遊人員實行計分管理、對導遊人員實行年審管理。2005 年 6 月，

國家旅遊局同時發佈《對＜導遊人員管理實施辦法＞的修訂》和《導遊人員等級

考核評定辦法》，重新確定導遊等級考核評定機構、職責，規範等級考核制度，

確定考核原則和規程。這一系列有關導遊人員的管理法規，對提高導遊隊伍的整

體素質，進一步提升中國旅遊業的良好形象，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2000 年，在部門協調、先行試點、完善標準、加強培訓的基礎上，實施《旅

遊區（點）品質等級的劃分與評定》取得了實質性進展。國家旅遊局派出 13 個

評定小組，順利完成了對 31 個省（區、市）申報 AAAA 等級的 215 個旅遊區（點）

的等級評定，共有 187 個旅遊區（點）獲得首批 AAAA 級旅遊區（點）的殊榮。

推行《旅遊區（點）品質等級和劃分與評定》國家標準，大大提高旅遊區（點）

規劃、建設管理和服務水準，促進環境和資源保護，並整體提高中國旅遊業品質

水準和市場競爭力（魏小安、劉趙平）。2005 年 7 月，國家旅遊局發佈的《旅遊

景區質量等級管理辦法》擴大評定範圍，確立全國及省級的等級評定委員會負責

全國及本地區等級的評定工作之組織和管理，並提出設立 AAAAA 級景區和評定

辦法。 

飯店業方面，2002 年 3 月，中國旅遊飯店業協會公佈《中國旅遊飯店行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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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適用於中國旅遊飯店業協會會員飯店。該協會會員飯店有兩千五百多家，

主要以星級飯店為主。此規範強化了飯店對客人的承諾，以維護客人和飯店的合

法權益；引導飯店按國際規則辦事，使飯店經營更加符合國際慣例，逐步建立飯

店行業的信譽和行業規範體系。 

（4）促進區域旅遊發展 

在江澤民提出的「西部大開發」構想被中共中央確立後，第十五屆五中全會

即於 2000 年 10 月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

年計劃的建議》中，在第六部份提出「西部大開發工作的戰略指導」強調「加快

培育旅遊業，努力形成經濟優勢」（中共年報編輯委員會，2001）。2001 年 1 月，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實施西部大開發若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中，強調要進一步鼓

勵外資投資西部旅遊業的基礎設施與資源開發（吳武忠、范世平，2004）。2003
年 3 月，中國首項區域旅遊投資規劃《西部旅遊投資規劃》在北京通過專家評審。

2005 年 8 月，國家旅遊局正式啟動「青藏鐵路沿線旅遊發展規劃」編制工作。這

些政策措施無非希望透過西部大開發戰略的實施，使西部地區珍貴的旅遊資源得

到開發，從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進而提高中國旅遊業的國際競爭力，形成

新的增長點。 

2005 年 10 月，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旅遊局帶頭，聯合國家有關

部門和雲南、四川、西藏三省共同組成規劃編制領導小組，聯合啟動「香格里拉

生態旅遊區規劃」編制工作。同時協調上海、浙江、江蘇三省市旅遊局（委）聯

合開展「長三角區域旅遊發展規劃」編制工作。從此也可了解中國政府對於平衡

區域旅遊發展已著眼於長期，朝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前進。 

（5）實現入世的承諾項目 

2001 年 12 月 11 日，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易組織（WTO）的正式成員。旅

遊業屬於服務貿易的範疇，入世後受到的約束表現在具體減讓承諾上，主要集中

在兩個方面：第一是針對旅行社業，外方投資旅行社業的門檻直接降低；第二是

針對飯店業（包括公寓、餐館），外方投資飯店業，可以通過合營企業形式在中

國建設、改造和經營飯店及旅館，允許外方控股。 

3. 觀光政策產生的影響 

（1）旅遊產業升級顯現成效，刺激入境旅遊市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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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旅遊業邁入此時期，不論是旅遊基礎設施建設，旅遊景區和產品，

或是旅遊服務品質，都逐漸具備現代化、國際化的世界一流水準，證實政府推動

促進旅遊產業升級已有成效。如圖 4-7 所示，中國大陸星級飯店的數量此時期呈

現較大幅度的成長，增強旅遊接待供給能力。 

 

 

 

 

 

 

 

 

圖 4-7  1995 年至 2005 年中國大陸星級飯店數量趨勢圖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國旅遊統計年鑑 1995-2006 

高速公路的興建使陸上交通運輸往來更為便利，擴大旅客的旅遊活動範圍，

也為更多旅遊城市和景區帶來商機。圖 4-8 顯示中國大陸的高速公路從 1992 年開

始加速興建，1992 年高速公路總里程為 652 公里，到 1998 年達到 8733 公里，成

長 13.4 倍；到 2005 年更達到 41005 公里，是 1992 年的 62.9 倍。 

 

 

 

 

 

 

 

圖 4-8  1990 年至 2005 年中國大陸高速公路總里程統計圖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國交通年鑑 199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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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成效更加刺激入境旅遊市場的成長，從圖 4-9、圖 4-10、圖 4-11 可以看

到，雖然受到 2003 年 SARS 事件的衝擊，但此時期入境旅遊人數年平均增長率

9.84％仍比前一時期要高；2005 年旅遊外匯收入達 292.96 億美元，更位居世界排

名第六。 

 

圖 4-9  1992 年至 2005 年中國大陸入境旅遊人數年增長率趨勢圖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國旅遊統計年鑑 1995-2006 

 

 

 

 

 

 

 

圖 4-10  1999 年至 2005 年中國大陸入境旅遊人數趨勢圖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國旅遊統計年鑑 199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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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1  1999 年至 2005 年中國大陸旅遊外匯收入趨勢圖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國旅遊統計年鑑 1995-2006 

 

入境旅遊的持續增長，同樣帶動了賓館飯店、景區景點、旅遊購物等接待設

施建設，促進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形成具有乘數效果的良性循環，進一

步提升中國旅遊整體供給能力和管理服務水平，在旅遊市場中發揮了先導、示範

和促進作用。 

（2）旅遊業在西部大開發中產生正面作用 

舒澤桃和劉首昌（2004）總結出旅遊業在西部大開發中的八項作用：（1）優

化產業結構；（2）促進和帶動相關產業發展；（3）提供更多的勞動就業機會；（4）
改善投資環境，促進對外開放；（5）促進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建設；（6）促進人們

思想觀念的更新；（7）加快基礎設施建設；（8）促進民族團結。 

西部大開發中大力發展旅遊業，有利於提高西部人民的經濟收入和社會福利

水準，增強西部地區與中國國內外先進發達地區的聯繫，促進招商和吸引外資。

旅遊業的發展也勢必帶來客流、人才流、資金流、商品流、資訊流的快速增長，

使外來客購買力擴大，接連帶動餐飲業、飯店業和一般商業的發展，促進交通運

輸和通訊設施的改善（劉峰，2003）。這些都是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部資金必

須做好的前期工作。 

如圖 4-12 所示，1999 年，西部地區旅遊企業營業收入為 141.01 億人民幣，

在各地區中排名第四位，與第三位的華北地區相差約 170 億人民幣；到了 2005
年，西部地區旅遊企業營業收入達 524.68 億人民幣，雖仍居第四位，但僅差距第

三位的華北地區約 47 億人民幣。且 1999 年至 2005 年西部地區旅遊企業營業收

入的平均增長率為 26.1％，僅次於東北地區的 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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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1999 年至 2005 年中國大陸各地區旅遊企業營業收入趨勢圖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國旅遊統計年鑑 1995-2006 

 

由西部大開發的成功經驗可知，旅遊業在區域經濟發展上處於先導地位。利

用旅遊業的發展能有效帶動其他相關行業發展，促進經濟繁榮，達到平衡區域發

展的效果。 

（3）入世後對旅遊業的整體影響是積極有利的 

由於中國旅遊業是最早對外開放的產業，且市場化程度很高，市場運作機制

較其他行業健全，易於適應進一步開放的大環境。旅遊業也是一個關聯性和依託

性很強的產業，因此入世對相關行業擴大對外開放，為旅遊業的發展屏除了許多

阻礙。入世對中國旅遊業的整體影響有三個： 

A. 有利於優化旅遊業發展的大環境 

入世加速了旅遊相關行業的對外開放步伐，對旅遊業的發展產生直接的好

處。如金融業的擴大開放，方便旅遊支付，彌補旅遊服務缺項，提高整體服務競

爭力；資訊產業的擴大開放，推動電子商務和銷售網路的發展，促進旅遊營運模

式現代化；進口汽車關稅降低，使旅遊用車受限的問題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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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利於建立更符合國際規則的營運機制 

    外國企業在入世後進入中國旅遊市場較為方便，以資金和技術輸出的方式開

展經營，雖然使旅遊市場競爭加劇，卻也對國內企業產生明顯的示範效應，有利

於加快引進和建立更符合國際規則的營運機制。另一方面入世後要求依照國際規

則辦事，可提高辦事效率，達到優化旅遊發展環境的效果 

C. 有利於增加國際客源 

    入世後，外國旅行社以合資或獨資方式進入中國，直接帶來入境客源的增

長；外國中小投資者進入中國機會也增多，為發展商務旅遊帶來廣闊的市場發展

空間。 

（4）旅遊業可持續發展意識高漲 

過去中國部份旅遊景區只注重旅遊資源開發，忽視當地生態環境的保護、旅

遊地居民生活品質的維持及旅遊地的實際容納能力，而與可持續發展相抵觸，造

成生態環境的污染破壞，降低旅遊品質水準，甚至影響當地居民的生存。然而隨

著環保意識興起，觀光旅客對自然生態的注重，以及中國政府對環境和旅遊資源

的保護，可持續旅遊的理念逐漸高漲並深入人心，許多景區也已經採取實際行動

呼應。例如被聯合國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黃山，定期將某一山峰進行封山養

息，有效減緩不可更新資源的衰竭速度（楊子卿、陳雪琳，2001）。 

另外被聯合國列入「世界自然遺產」，在最近幾年非常熱門的景區九寨溝，

也積極實施保護環境資源的措施。從 2001 年開始，九寨溝管理局先後投資數億

元資金興建景區內基礎設施，使之更趨完善。如沿著景區主要路線來回運行的三

百多輛綠色觀光車，提供給入溝的遊客搭乘，避免私人遊覽車或轎車進入景區造

成污染；遍佈景點的環保廁所，提供給遊客方便外也避免排泄物對環境形成污

染；沿景點鋪設 60 公里的人行棧道，完全實現人車分流。除了改善景區內的旅

遊設施環境，管理局也將溝內經營活動外遷，實行「溝內遊、溝外住」，盡量保

持自然遺產地的真實性、完整性。據估計，景區的最大生態承載量達到 2.8 萬人，

最佳生態承載量達到 1.8 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旅遊局網站，2008）。 

中國政府對自然保護區的設立也反映了對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保護實現的

具體作為。如表 4-7 所示，至 2006 年底為止，中國大陸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共有

265 個，面積共計 91697028 公頃，佔全國面積的 9.6％。至今中國的國家級與地

方級自然保護區之數量仍不斷增加，顯現中央與地方政府對旅遊業可持續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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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 

表 4-7  中國大陸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統計表（截至 2006 年底） 

省份 數量 面積（公頃） 
北京 1 4660 
天津 3 100949 
河北 8 105802 
山西 5 82936 
內蒙古 21 3489958 
遼寧 11 1162126 
吉林 9 679081 
黑龍江 15 1709320 
上海 2 66175 
江蘇 3 336211 
浙江 9 96724 
安徽 6 164282 
福建 11 187760 
江西 5 81536 
山東 5 239674 
河南 10 378941 
湖北 7 166418 
湖南 11 415925 
廣東 9 175193 
廣西 12 221062 
海南 8 83637 
重慶 3 195512 
四川 20 1593112 
貴州 7 217308 
雲南 16 1431215 
西藏 9 37153065 
陝西 7 266452 
甘肅 13 6861230 
青海 5 20252490 
寧夏 6 43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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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8 13339066 
合計 265 91697028 

資料來源：整理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網站

 

 

4.2  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旅遊業發展階段與中國旅遊飯店集團發
展階段及中國主題公園發展階段之比較 

4.2.1  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旅遊業發展階段與中國旅遊飯店集團發展階段之比

較 

    旅遊飯店在觀光旅遊中是絕對不可或缺的基礎設施，從旅遊飯店業的發展程

度也可以觀察出旅遊業整體的發展興盛情況。旅遊飯店業是中國與國際接軌最

早、開放腳步最快的行業之一，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形象和窗口。中國大陸於 1979
年建設第一家外資飯店—北京建國飯店；1982 年引進第一家國際飯店管理公司—
香港半島酒店管理集團。據 2007 年統計，已有 41 家國際飯店管理集團、67 個飯

店品牌進入中國市場，在全中國管理 516 家飯店；目前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國際飯

店管理集團均已進入中國市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門戶網站，2008）。 

4.2.1.1  中國旅遊飯店集團發展的三個階段 

    中國旅遊飯店業的發展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起步前進，經過 30 年的

成長發展，今日的成績和未來持續看好的前景受到世人矚目。不論是國際或中國

國內的旅遊飯店集團，在中國旅遊飯店業的發展過程中皆扮演重要的推手，戴斌

（2007）將中國旅遊飯店集團的發展歷程區分為三個階段：認識階段（1982
年—1987 年）、探索階段（1988 年—1997 年）、成長階段（1998 年至今）。以下

就各個階段發展的概況加以介紹。 

1. 認識階段（1982 年—1987 年） 

    北京建國飯店是中國大陸首家中外合資建造的飯店，於 1982 年 4 月 28 日正

式開業，並由香港半島酒店管理集團管理，成為進入中國大陸的第一家國際飯店

集團，可以說是中國飯店集團化的開始。隨後其他國際知名的飯店集團透過投資

管理或管理合同的方式一一進入中國，引進現代飯店的管理模式，為中國的旅遊

飯店業培養大批優秀的管理人才，使飯店業不論在硬體設施或服務品質的水準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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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升。 

    這個階段出現一個明顯的現象：原有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地方政府主導型飯店

集團和大量飯店聯合體的出現。前者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以上海錦江飯店為骨幹成

立的上海錦江（集團）聯營公司，於 1984 年 3 月成立，是中國第一家國際性的

飯店管理公司，以及於 1985 年 3 月成立的上海新亞（集團）聯營公司。後者包

括了成立於 1987 年 1 月的中國飯店聯誼集團，它是中國出現的第一個飯店聯合

體；1987 年 12 月成立的華龍旅遊飯店集團和友誼旅遊飯店集團，以及 1988 年 5
月在北京成立的北京飯店集團。 

   儘管上述之飯店集團的成立帶有強烈的計劃經濟色彩，然而這些由地方政府

主導成立的飯店集團才是真正意義上中國飯店集團化的開始。同時在此一階段，

旅遊飯店業之中也開始對飯店集團的發展進行有意義的探索。這一過程較具代表

的是友誼旅遊飯店集團在 1988 年以入股的形式集資 300 萬元，成立生產旅遊飯

店用品廠、床上用品廠等企業股份制性質的聯合企業。 

2. 探索階段（1988 年—1997 年） 

    1988 年 4 月 6 日，國務院轉發《發國家旅遊局關於建立飯店管理公司及有關

政策問題請示的通知》，確立了飯店管理公司的性質、意義和職能，顯示出中國

政府開始意識到培育國內飯店集團的重要性。1990 年，上海錦江（集團）聯營公

司正式接管北京國際飯店，開啟了國家旅遊局探索國內跨地區管理飯店的新方

向，中國飯店集團的發展也正式進入跨地域發展的新階段。 

    90 年代中期以後，以行業性集團為主體向旅遊業滲透而成立的飯店集團大量

湧現，山東魯能集團於 1996 年 6 月 2 日成立以經營飯店業和旅行社業為主的山

東魯能信誼有限公司，是這個時期具代表性的象徵。隨後於 1997 年成立的東方

酒店管理公司，是中國東方信託投資公司所屬的專業酒店管理公司，亦為中國銀

行全資附屬的非銀行金融機構，同樣是此一階段的產物。 

    在國際飯店集團大舉進軍下，中國飯店集團開始意識到僅僅在中國國內與國

際飯店集團競爭是不夠的，應該要積極向海外市場拓展。大連麗景大酒店於 1996
年 8 月買下了美國洛杉磯托倫斯廣場飯店的所有權，並交由泰達飯店管理服務公

司（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內政府投資控股，以旅遊為支柱產業的集團化公司）全

權管理。此舉促使泰達飯店管理服務公司擁有在境外的第一家全資飯店，實現了

以大連為依託，向海外逐步拓展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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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長階段（1998 年至今） 

    國際飯店業在進入 90 年代後發生重大變化—兼併和收購浪潮興起。喜達屋

資本公司（Starwood Capital）於 1998 年收購了威斯汀飯店度假村國際集團（Westin 
Hotels & Resorts Worldwide）；次年 1 月份，收購了威斯塔納股份有限公司

（Vistana），在當年的飯店和娛樂休閒業中處於領先地位。同一時期，雅高集團

（Accor Group）、洲際集團（Six Continents Group）、精品國際酒店（Choice Hotels 
International）等世界酒店業巨頭也通過兼併和收購的方式拓展全球市場。 

此時中國的飯店集團無論在規模或競爭力上，都遠不及這些大型國際飯店集

團，為了脫離困境，中國旅遊飯店業的行政主管部門和學術界專家學者針對當下

狀況與面臨的問題，積極商討解決與發展之道。2001 年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

在海口召開的「首屆中外酒店論壇」把中國飯店業的集團化發展問題列為主要議

題之一，「中國超級飯店集團」的概念也因而誕生。在政府積極推動和市場需求

驅使下，中國飯店集團開始進行「二次集團化」，最具代表性的便是北京的首旅

集團和上海的錦江國際。1998 年初，本著政企分開的原則，北京市政府將北京市

旅遊局下屬旅遊企業和部分政府直屬的旅遊飯店從政府中分離出去，組建成立了

北京旅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1999 年，國家旅遊局把所屬的華龍集團的全部國有

資產無償移交給北京旅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4 年，首旅集團、新燕莎集團、

全聚德集團合併重組並保留原首都旅遊集團的名號，成為中國最大的旅遊企業集

團之一，總資產達到 220 多億，並逐步經過業務整合形成若干個專業公司。先前

已合併華亭集團的錦江（集團）有限公司，於 2003 年 6 月和上海新亞(集團)有限

公司國有資產重組後，成立了新的錦江國際集團，直接控股新錦江，並透過新亞

集團間接控股錦江酒店。 

在這一波集團化過程中，透過連鎖運作、資本多元化發展的經濟型酒店成為

中國飯店集團化的新亮點，1998 年成立的北京中江之旅、廣東東方驛站即為其中

的典型代表。值得一提的是，由首旅集團控股，兩家境外投資基金參與股份的經

濟型酒店公司—如家酒店連鎖公司，成立於 2002 年 6 月，次年就被中國旅遊飯

店業協會評為「2002 中國飯店業集團 20 強」，展現出強勁的發展態勢。 

4.2.1.2  比較分析 

將本研究劃分之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旅遊業發展階段與戴斌提出之中國旅

遊飯店集團發展階段相比較，由圖 4-13 可以發現中國旅遊飯店集團的發展較旅遊

業稍晚，但兩者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分界時間皆為 1987 年；把旅遊業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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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合併，其經歷時間也和旅遊飯店集團發展之第二階段的經歷

時間相近，僅有一年的差距，即兩者最後一階段與前一階段之分界時間僅相差一

年。 

 

 

 

 

 

 

開創時期

（1978—1987） 

認識階段

（1982—1987） 

優化時期

（1999 至今）

加速發展時期

（1992—1998）
轉捩時期

（1988—1991）

成長階段

（1998 至今）

探索階段

（1988—1997）

中中國國大大陸陸改改革革開開放放後後旅旅遊遊業業發發展展階階段段  

中中國國旅旅遊遊飯飯店店集集團團發發展展階階段段  

 
圖 4-13  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旅遊業發展階段與中國旅遊飯店集團發展階段比較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故透過比較可以得到證實，本研究探討之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旅遊業發展階

段，與學者提出之中國旅遊飯店集團發展階段，兩者在時間點的分界上幾乎是相

同的。 

4.2.2  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旅遊業發展階段與中國主題公園發展階段之比較 

    主題公園是全球旅遊業自 20 世紀 60 年代以來，形成的一種獨具特色和影響

力的旅遊產品和產業現象。1955 年，美國著名動畫片製作家 Walt Disney 在洛杉

磯建造迪士尼樂園，象徵著主題公園的誕生。傳統旅遊產品帶給旅遊者的是放鬆

心情、遊覽觀光、休閒度假的感受和體驗，而主題公園作為一種新興旅遊產品，

給予遊客的則是高強度、全方位、綜合性的休閒娛樂感受和全新的生活體驗。迪

士尼樂園的誕生不僅標誌著新旅遊產品的出現，同時也宣告大眾普及化、娛樂

化、休閒化、開放化的新旅遊時代的到來（李兆華、王曉麗、秦成，2006）。 

    到 80 年代末，北美每年超過 100 萬遊客的主題公園有 30 個，除一個在加拿

大外，其他都集中在美國；歐洲有 21 個大型主題公園，至 1990 年日本已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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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大型主題公園開業（保繼剛，1997）。1989 年 9 月深圳錦繡中華的成功開業，

象徵中國主題公園的誕生，並且由於錦繡中華創造的示範效應，使主題公園在中

國多個省份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4.2.2.1  中國現有主題公園簡介 

以下列舉數個中國各地成立時間較長、規模較大之主題公園作一介紹： 

1. 錦繡中華與中國民俗文化村 

錦繡中華主題公園位於廣東省深圳特區內南山區華僑城，創建於 1989 年 9
月，是中國國內目前最具實力和典範性的文化主題公園之一。錦繡中華微縮景區

共占地 30 萬平方米，是中國五千年歷史文化和九百六十萬平方公里錦繡河山的

薈萃和縮影，亦是目前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實景微縮景區，82 個景點均按中國版圖

位置分佈，比例大部分按 1：15 複製。由於微縮景區內有五萬多個栩栩如生的

小陶人，因此錦繡中華亦被人稱為「小人國」。 

    中國民俗文化村在深圳市錦繡中華的西側，於 1991 年 10 月建成開放。中國

民俗文化村占地 20 多萬平方米，是中國第一個薈萃各民族民間藝術、民俗風情

和民居建築於一園的大型文化旅遊景區，內含 22 個民族的 25 個村寨，均按 1：1
的比例建成。透過民族風情表演、民間手工藝展示、定期舉辦大型民間節慶活動，

如華夏民族大廟會、潑水節、火把節、西雙版納風情月、內蒙古風情周等多種方

式，多角度、多側面地展示出中國各民族原汁原味、豐富多彩的民風民情和民俗

文化，讓遊客充分感受中華民族的靈魂和魅力。中國民俗文化村以「二十五個村

寨，五十六族風情」的豐厚意蘊贏得了「中國民俗博物館」的美譽。 

    錦繡中華與中國民俗文化村皆由深圳錦繡中華發展有限公司開發建造。深圳

錦繡中華發展有限公司創建於 1988 年，是香港中旅集團和華僑城集團合資興辦

的大型文化旅遊企業。至 2005 年，錦繡中華與中國民俗文化村兩大主題公園共

接待海內外旅客超過 5000 萬人次，營業總收入 26 億元，創造 10 億元的利潤。 

2. 無錫影視城 

  中央電視台無錫影視基地坐落於江蘇省無錫市美麗的太湖之濱，是中國首創

大型影視拍攝基地和文化旅遊勝地。無錫影視基地始建於 1987 年，占地面積近

100 公頃，可使用太湖水面 200 公頃，於 1991 年正式開業。當年中央電視台按照

「以戲帶建」的方針，為拍攝電視連續劇《唐明皇》、《三國演義》和《水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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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繼建成了唐城、三國城和水滸城三大景區。無錫影視城是中國首批 AAAAA 級

旅遊景區之一，其富有特色的文化旅遊產品獲得遊客的歡迎和喜好，享有良好的

知名度和美譽度，每年接待將近 200 萬人的遊客和 20 多個影視攝製劇組。 

3. 世界公園 

北京世界公園位於北京豐台區花鄉大堡台，於 1993 年 10 月 25 日開園，總

面積 46.7 公頃，距離天安門廣場 16 公里。公園平面設計按五大洲版圖設計，水

路按四大洋版圖設計。園內彙集世界近 50 個國家 110 處人文自然景觀，是集世

界各國名勝古蹟於一園、承載世界各民族文化為背景的大型主題公園，也是亞洲

大比例微縮主題公園之一。公園開業 14 年來，共接待中外遊客 2000 萬餘人次，

且先後被評為北京十大旅遊景點之一，亦為國家 AAAA 級景區。 

4. 世界之窗 

深圳世界之窗是由香港中旅集團和華僑城集團共同投資建設的大型文化旅

遊景區，1994 年 6 月 18 日開園。世界之窗坐落於深圳灣畔，占地 48 萬平方米,
景區按世界地域結構和遊覽活動內容分為世界廣場、亞洲區、大洋洲區、歐洲區、

非洲區、美洲區、世界雕塑園和國際街八大區域。作為以弘揚世界文化精華為主

題的大型文化旅遊景區，世界之窗匯集了歷史遺跡、名勝、自然風光、世界奇觀、

民居、雕塑等一百三十多個景點，其中包括園林藝術、民俗風情、民間歌舞、大

型演出以及高科技參與性娛樂專案等。 

5. 蘇州樂園 

蘇州樂園地處蘇州新區中心，規劃面積 94 公頃，以名聞遐邇的獅子山為依

託，由加拿大多倫多福萊克公司進行總體規劃，蘇州新區經濟發展集團總公司、

香港中旅建築有限公司、東方電視台、香港金寧有限公司等中外合資企業於 1997
年聯合投資建成，註冊資金 2400 萬美元。樂園主要經營建設娛樂、餐飲及其它

旅遊配套設施，首期工程水上世界、二期工程歡樂世界分別於 1995 年 7 月、1997
年 2 月開園迎賓。「水上世界」建成十年來，深受遊人青睞，已成為華東地區夏

季旅遊之熱點；「歡樂世界」集西方遊樂場的活潑、壯觀和東方古典園林的安閒，

寧靜、自然於一體，而今打造以「東方迪士尼」之名馳譽全國。蘇州樂園在 2000
年成為首批 AAAA 級旅遊景點，2001 年成為中國首家通過 ISO9001 品質保證體

系運行認證的主題樂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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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宋城 

1996 年 5 月 18 日開園的杭州宋城景區，位於西湖風景區西南面的杭州之江

國家旅遊度假區內，北依五雲山，南瀕錢塘江，是由宋城集團投資興建的中國最

大的宋文化主題公園，年遊客量達 270 萬人次，是國家 AAAA 級景區、首批「國

家文化產業示範基地」。宋城是反映兩宋文化內涵的杭州第一個主題公園，它依

據宋代傑出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畫卷，嚴格按照宋代營造工法再現了宋

代都市的繁華景象。園區主要分為：《清明上河圖》再現區、九龍廣場區、城門

樓廣場區、宋城文化廣場區、仙山瓊閣區及南宋風情苑區等部分。 

  宋城集團投入 6000 萬鉅資打造，年觀眾突破 160 萬人次的大型歌舞《宋城

千古情》，是宋城經典品牌旅遊項目，用現代化手法表述杭州千年歷史文化，成

為國內外到杭遊客必看劇碼。它曾獲杭州市政府頒發的文藝創作突出貢獻獎，並

入選中國第七屆藝術節成為展演劇碼。 

7. 圓明新園 

圓明新園位於廣東省珠海市九洲大道石林山下，於 1997 年 2 月 2 日正式建

成並開放，占地面積近 1.39 平方公里，東西北三面環山，南面平坦開闊，其中福

海湖水域面積約八萬平方米。它是以北京圓明園焚燒前的建築為母體，按 1：1
比例精選圓明園四十景中的十八景修建而成，以濃厚的清文化、精雅別緻的亭、

台、樓、閣和氣勢磅礡的大型舞蹈表演吸引國內外遊客。園區共投資 6 億元人民

幣，是中國首批 AAAA 級景區之一。 

8. 歡樂谷 

歡樂谷位於廣東省深圳華僑城杜鵑山，是深圳華僑城的一個大型主題遊樂

園，創立於 1998 年 10 月 1 日，亦為國家首批 AAAAA 級旅遊景區之一。園區占

地面積 35 萬平方米，總投資 17 億元人民幣，是一座融合參與性、觀賞性、娛樂

性、趣味性於一體的中國現代主題樂園。1998 年開業以來，深圳歡樂谷經過一期、

二期、三期的滾動發展，已成為中國國內投資規模最大、設施最先進的現代主題

樂園。第三期在 2005 年 5 月 1 日開放，內有礦山車、雪山飛龍、太空梭等刺激

的機動遊戲。 

中國現有四個歡樂谷，分別坐落深圳、北京、上海和成都，均由深圳華僑城

開發建設。北京歡樂谷已於 2006 年 7 月落成開放，成都歡樂谷即將在 2008 年暑

期試營運，上海歡樂谷於 2007 年開始興建，預計於 2010 年配合上海世界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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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營運。 

9. 大唐芙蓉園 

2005 年 4 月建成的大唐芙蓉園是中國國內規模最大的唐代皇家園林景觀，位

於西安東南曲江新區，建於原唐代芙蓉園遺址之上。園區占地 1000 畝，其中水

面 300 畝，是中國第一個全方位展示盛唐風貌的大型皇家園林式文化主題公園。

全園景觀分為十二個主題文化區域，從帝王、詩歌、民間、飲食、女性、茶文化、

宗教、科技、外交、科舉、歌舞等方面全面展現了大唐盛世的燦爛文明。園中亭

臺樓閣、雕樑畫棟，包括有紫雲樓、仕女館、御宴宮、芳林苑、鳳鳴九天劇院、

杏園、陸羽茶社、曲江胡店、大唐新天地等眾多景點。 

園區各景點每天上演豐富多彩的文化節目，諸如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東

倉鼓樂》；新一代全球最大水幕電影—《齊天大聖》，集音樂噴泉、雷射、火焰、

3D 為一體，帶給遊客震撼的立體感覺；主題演出大型夢幻詩樂舞劇—《夢回大

唐》，以宏大的氣勢，典雅華麗的藝術表演，再現了大唐盛世的繁華景象。 

主題公園根據旅遊體驗類型進行分類，可分為五大類：遊樂、情景模擬、觀

光、主題和風情體驗。遊樂型的主題公園亦稱遊樂園，提供了刺激的遊樂設施和

機動遊戲。情景模擬型具體的即是各種影視城的主題公園。觀光型的主題公園則

濃縮了一些著名景觀或特色景觀，讓遊客在短暫的時間欣賞最具特色的景觀。主

題型的主題公園具有某一特定主軸，例如各式各樣的水族館和野生動物公園。以

風情體驗為主的主題公園，則將不同的民族風俗和民族色彩展現在遊客眼前。前

述的主題公園可依建成開放時間、地點與類型整理如表 4-8 所示： 

表 4-8  中國主題公園整理一覽表 

名稱 建成開放時間 地點 類型 
錦繡中華 1989 年 9 月 廣東省深圳市 觀光型 

中國民俗文化村 1991 年 10 月 廣東省深圳市 風情體驗型 
無錫影視城 1991 年 江蘇省無錫市 情景模擬型 
世界公園 1993 年 10 月 25 日 北京市 觀光型 
世界之窗 1994 年 6 月 18 日 廣東省深圳市 觀光型 
蘇州樂園 1995 年 7 月 江蘇省蘇州市 遊樂型 
宋城 1996 年 5 月 18 日 浙江省杭州市 情景模擬型 

圓明新園 1997 年 2 月 2 日 廣東省珠海市 情景模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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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樂谷 1998 年 10 月 1 日 廣東省深圳市 遊樂型 
大唐芙蓉園 2005 年 4 月 陝西省西安市 情景模擬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2.2.2  比較分析 

    中國學者對中國主題公園發展的歷史階段進行了初步探討並得出一些結

論。張芳（2006）認為歷史發展過程是一個複雜的現象，以不同的研究方法和考

察角度，會得出不同的結論。他對於幾種不同觀點做出以下的整理： 

    魏小安等（1999）認為中國主題公園發展經歷了三個階段：起步階段（1983
年—1988 年）—中國大陸開始建設主題公園；提升階段（1989 年—90 年代中期）—
規模和質量的提升；反思和規範階段（90 年代中期以後）—開始注重論證、注重

市場、注重文化內涵、注重精品意識。 

    董觀志（2000）認為中國主題公園經歷了探索性發展時期（1978 年底—1989
年 9 月）、旅遊主題公園概念化時期（1989 年 9 月—1997 年 9 月）以及從 1997
年 9 月開始的把旅遊主題建設成現代旅遊目的地的發展模式演進時期。 

    另外，李兆華等（2006）將中國主題公園產品升級發展階段區分為三次。第

一次為 1989 年深圳錦繡中華成功開業，促使中國主題樂園與世界接軌，轟動海

內外旅遊客源市場，並在一年內即收回期初投資，取得良好的社會和經濟效益。

第二次升級以影視城的建設和表演節目的出現為特點，以 1991 年開業的無錫影

視城與深圳中國民俗文化村為典型代表。無錫影視城建構了旅遊主題公園與影視

媒體相結合的優勢互補性發展模式，豐富強化景區的整體吸引力。中國民俗文化

村則強化了主題公園的表演功能，注重旅遊項目的文化性和精緻化，豐富旅遊內

容和文化深度，增添遊覽娛樂氣氛的渲染力，實現遊客與表演者間的娛樂互動。

第三次產品升級階段為 1998 年至今，其典型特徵是高尖端科技的投入，1998 年

開放的深圳歡樂谷是這一發展時期的代表。這類主題公園主題鮮明，引入了高科

技遊樂設施，提升休閒娛樂功能，強化娛樂活動與遊客之間的互動關係，更提高

遊客的重遊率。 

    將不同學者提出之中國主題公園發展階段，與本研究提出之中國大陸改革開

放後旅遊業發展階段進行比較，可以整理如表 4-9 所示。經由比較表發現，1988
與 1998 年前後為各研究提出之發展階段的兩個顯著時間分界點，恰好也是本研

究對旅遊業發展之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第三階段與第四階段的時間劃分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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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不同學者對於中國主題公園發展階段的劃分具有不同的觀點，其時間分

界仍然與本研究對旅遊業發展階段之時間劃分界線相近，表示中國主題公園的發

展與整體旅遊業發展之間的關係相當密切，亦間接為本研究提出的論點增添說服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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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旅遊業發展階段與中國主題公園發展階段比較表 

類別 中國主題公園發展階段 

中國大陸

改革開放

後旅遊業

發展階段 

提出者 魏小安等 董觀志 李兆華等 本研究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開創時期 

1988 

起步階段（開始

建設主題公園） 

 

1989 

探索性發展時

期 

1990 

第一次產品升級發展

階段 

1991 

轉捩時期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提升階段（規模

和質量的提升） 

1997 

旅遊主題公園

概念化時期 
第二次產品升級發展

階段 

1998 

加速發展

時期 

1999
至今 

反思和規範階

段（開始注重論

證、注重市場、

注 重 文 化 內

涵、注重精品意

識） 

把旅遊主題建

設成現代旅遊

目的地的發展

模式演進時期 

第三次產品升級發展

階段 優化時期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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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小結 

    本章已將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旅遊業的發展階段劃分為四個時期，透過與中

國旅遊飯店集團及中國主題公園的發展階段進行比較，發現階段分界的年代時間

皆相近，足以驗證本研究對於旅遊業發展階段劃分之論點，給予本研究相當有力

的支持。依據各時期觀光政策制定的環境背景與旅遊業發展過程中展現的特點，

將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旅遊業之發展總結如表 4-10 所示： 

 

表 4-10  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旅遊業發展階段與內容整理表 

發展階段 
觀光政策制定

的環境背景 
觀光政策需求

觀光政策 
決策與產出 

觀光政策 
產生的影響 

開 創 時 期

（ 1978
年—1987 年） 

中國政治經濟

思 想 改 革 開

放，中央領導

人對旅遊業發

展積極指導 

1. 旅遊行政體

制有待重建

2. 旅遊基礎設

施匱乏 
3. 旅遊訂價失

衡 
4. 旅遊業管理

不佳，服務

品質低劣 

1. 旅遊行政管

理體制的改

革 
2. 利用外資促

進旅遊基礎

設施發展 
3. 旅遊訂價制

度化 
4. 旅遊企業體

制的改革 

1. 旅遊業成功

轉變為「經

濟創匯型」

2. 旅遊基礎建

設大幅發展

3. 旅遊業發展

宏觀失控 

轉 捩 時 期

（ 1988
年—1991 年） 

中國政府確立

旅遊業在國家

經濟和社會發

展 的 產 業 地

位；政治風波

重創旅遊市場

1. 追求入境旅

遊人數與旅

遊外匯收入

持續成長 
2. 解決快速成

長帶來的失

序問題 

1. 促進政府部

門間相互協

調 
2. 促進旅遊景

點恢復與發

展 
3. 加強對旅遊

業的規範 

1. 兩級旅遊管

理體制初步

形成 
2. 矯正旅遊行

業發展，復

甦入境旅遊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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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發展時

期 （ 1992
年—1998 年） 

中國堅定改革

開放決心，確

立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體制 

1. 以市場經濟

發展方向為

原則 
2. 重振國際旅

遊市場 

1. 擴大外資投

入旅遊業的

範圍 
2. 規劃旅遊度

假區之建設 
3. 以市場導向

對旅遊業進

行調控 
4. 積極投入旅

遊促銷 
5. 加強資源保

護，確保旅

遊業可持續

發展 

1. 地方政府提

高對旅遊業

的重視 
2. 旅遊產品多

元發展 
3. 入境旅遊市

場 轉 變 為

「精作型市

場」 

 

優 化 時 期

（1999 年至

今） 

中國加入世界

貿易組織、申

辦奧運和世博

會，全面朝向

全球化發展 

1. 促進旅遊產

業升級 
2. 平衡區域發

展 

1. 以「可持續

發展」為原

則對全國旅

遊發展規劃

加以引導規

範 
2. 增強旅遊基

礎設施建設 
3. 持續強化旅

遊法制建設

與提高旅遊

品質水準 
4. 促進區域旅

遊發展 
5. 實現入世的

承諾項目 

1. 旅遊產業升

級顯現成

效，刺激入

境旅遊市場

成長 
2. 旅遊業在西

部大開發中

產生正面作

用 
3. 入世後對旅

遊業的整體

影響是積極

有利的 
4. 旅遊業可持

續發展意識

高漲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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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結論與建議 

 

    本章對於研究結果進行歸納統整，提出本研究之結論，並提供研究建議給後

續欲從事相關議題之研究者作為參考。 

 

5.1  研究結論 

    本研究之結論分為研究發現、研究貢獻及研究限制三個部份，以下將分別闡

述其內容。 

5.1.1  研究發現 

1. 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旅遊業之發展階段可劃分為四個時期 

本研究從觀光政策制定的目標、原則和進程作為切入點，利用觀光政策需

求、觀光政策決策與產出、觀光政策產生的影響等三個構面，對中國大陸改革開

放後旅遊業二十多年的整體發展進行了分析探討，並依據其發展特點將發展階段

劃分為四個時期：開創時期（1978 年—1987 年）、轉捩時期（1988 年—1991 年）、

加速發展時期（1992 年—1998 年）、優化時期（1999 年至今）。各個時期的發展

概況與特點，以及在中國大陸旅遊業整體發展中的具體意義，可整理歸納如下： 

（1）開創時期（1978 年—1987 年） 

中國大陸於 1978 年改革開放後，旅遊業在政府大力主導下進行旅遊行政管

理體制和旅遊企業體制的改革，並開始制定相關旅遊法規。此時期也大幅發展旅

遊基礎設施建設，利用外資興建飯店，從行政、法制和實體設施建設為旅遊業發

展鋪路。由於海外人士對封閉已久的中國充滿好奇，所以當中國決定敞開大門對

外開放，國外觀光旅客隨即蜂擁而至，入境旅遊人數和旅遊外匯收入高速增長，

成功使旅遊業由「外事接待型」轉變成「經濟創匯型」，為中國大陸旅遊業開啟

嶄新的一頁。 

（2）轉捩時期（1988 年—1991 年） 

    前一時期的快速成長也使中國旅遊業發展產生混亂失序的問題，1988 年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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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旅遊事業委員會發揮了協調和計劃的作用，強化中國政府作為經營者和調

控者的功能。即使 1989 年的天安門事件對旅遊業造成重創，但中國政府在此時

期對旅遊管理體制和旅遊業規範方面的強化，不僅使入境旅遊市場漸漸復甦，更

奠定旅遊業未來穩定發展的基礎。 

（3）加速發展時期（1992 年—1998 年） 

    1992 年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內容堅定了中國改革開放、全力發展的決心，也確

立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路線。在此原則下，旅遊部門以市場導向對旅遊

業進行調控，發展多元旅遊產品，積極投入旅遊促銷，加快了旅遊業發展的步伐。

從逐年升高的人均創匯看出，中國旅遊業已由低附加價值的「粗放型旅遊市場」

逐漸轉變為高附加價值的「精作型旅遊市場」。 

（4）優化時期（1999 年至今） 

    1999 年中共中央做出西部大開發的決策，決定利用旅遊業在經濟發展中的先

導作用，帶動其他相關行業發展，促進經濟繁榮，這又再一次驗證了中國旅遊業

在國家經濟的重要產業地位。同時以可持續發展和市場導向為原則的旅遊規劃發

展理念也在中央及地方展開，藉由政府對環境和旅遊資源採取的保護行動，使可

持續旅遊意識不斷高漲並深入人心，更讓旅遊業整體品質向上提升，追求社會、

經濟和環境效益的極大化，促進中國旅遊業朝世界一流水準發展前進。 

2. 中國大陸旅遊業發展成果反映由政府主導之旅遊發展戰略的成功 

中國大陸為一社會主義國家，政府掌控一切資源，對經濟和產業發展高度控

制。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首先進行旅遊行政管理體制和旅遊企業體制的改革，制

定旅遊法令法規，對旅遊業實行法制化管理。並且運用行政體制所掌握的經濟資

源，使旅遊業快速發展，形成較大的產業規模和供給能力。同時在中央的引導協

調下，實現部門協調和區域聯合，有效解決旅遊資源開發和旅遊管理中的一系列

問題。在旅遊基礎設施、旅遊飯店、交通建設方面，中國政府積極投入資金加以

建設，並制定相關政策引進外資，借助國外的資金、技術和經驗，促使中國旅遊

業加速發展，提升軟硬體水準和服務品質。另外在國家形象的宣傳、旅遊產品的

促銷上，中國政府更扮演了不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因此中國大陸旅遊業的發展相較於其他國家雖然起步較晚，但在政府大力主

導下，旅遊行政管理體制、旅遊法規、旅遊基礎設施、旅遊資源開發、旅遊促銷

等各方面都已相當成熟。在短短二十幾年的時間內，中國的入境旅遊人數和旅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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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收入擁有如此大幅度的成長，反映出中國政府所主導之旅遊發展戰略的成

功。 

3. 中國大陸旅遊業將朝向「可持續發展」前進 

隨著環保意識興起，觀光旅客對自然生態的注重，以及中國政府對環境和旅

遊資源的保護，可持續旅遊的理念逐漸高漲並深入人心。中國政府目前對於旅遊

發展規劃的原則著重於堅持可持續發展，注重對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保護，全

力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在追求旅遊品質提升下，更兼顧旅遊業發展下的社會、

經濟和環境效益。基於旅遊的可持續發展不但提供遊客高品質的旅遊環境，更能

在發展過程中保持生態環境的良性循環，在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中取得平衡且追

求效益最大化，故中國大陸旅遊業朝向「可持續發展」前進是必然的趨勢。 

5.1.2  研究貢獻 

    本研究之貢獻有以下幾點： 

1. 本研究從觀光政策制定進程作為切入點，對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旅遊業之發展

歷程進行詳細的分析探討，歸納出觀光政策制定進程中各個構面之具體要項。 
2. 依據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後旅遊業發展過程中呈現的不同特點，進行明確的階段

劃分，並對各階段予以定義。 

5.1.3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限制有以下幾點： 

1. 在資料蒐集上，中國大陸方面的文獻資料較不易取得，且內容完整性不足，在

進行研究分析時恐有疏漏之處。 
2. 本研究之資料來源為政府公開發佈之次級資料，在分析探討的過程中雖力求客

觀正確，但在結果的推論上仍難以保證未產生任何偏頗。 
3. 本研究採用之中國大陸相關統計資料，有部份資料並非中國政府自 1978 年改

革開放即調查統計，因此無法進行長期趨勢分析，作為有研究價值之佐證。 

 

5.2  研究建議 

對於後續欲進行相關議題之研究，本研究提供以下幾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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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從觀光政策制定進程的觀點對中國大陸旅遊業之發展歷程進行分析探

討，偏向由產業供給面進行研究。後續研究可以從赴中國大陸觀光之旅客的

行為、滿意度等需求面的角度加以探討，使研究更加宏觀完備。 
2. 若欲研究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旅遊業發展，可以和中國大陸之旅遊業發展進

行比較，歸納其相異與相同之處，探尋社會主義國家旅遊業發展的事中之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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