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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旅游经济的研究一直是旅游学术界重视并期望有所突破的领域。
尽管国际上公认旅游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我们似乎难于看到非常扎实而有说服力的研究成
果，也难于看到“大牌”经济学家对旅游经济的研究，或许是因为旅游经济的重要程度还没有引起经
济学界的极大重视，或许是旅游经济边界模糊的特性使得对它的研究十分困难而使研究者望而止步，
还有或许是其他方面的因素。
　　我对旅游经济早期的知识来自1985年出版的黄辉实先生主编的《旅游经济学》和1986年出版的林
南枝女士主编的《旅游经济学》，研究性的工作较早接触到的是1986年出版的陈世红、魏小安著《起
步·实践·探索——旅游经济论文集》，1990年出版的孙尚清先生主编的《中国旅游经济研究》是当
时中国旅游经济研究最好的成果。
　　1996年我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访学期间接触到了“旅游卫星账户”，感觉到这可能是解决之前定
量说不清楚旅游在国民经济中重要性的有效工具。
1997年回国主持广东省旅游发展战略研究时，我们设计了旅游经济课题组，请第三产业经济学的知名
学者李江帆教授尝试对广东旅游经济增加值和经济影响进行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我从接触旅游研究起就有一个认识，弄清楚旅游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意义对国家和地区发展旅游
经济的决策非常重要。
由于看不到国内说服力强的旅游经济研究成果，因此，尽管我是地理学出身，还是试图去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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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流动、资本积累与不平衡地理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发展影响研究》以我国国债旅游
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为例，从“流动性”概念出发，将旅游置于更为广泛的人类流动的普遍形式和全
球化进程之中，综合运用旅游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知识，剖析了旅游基础
设施投资和建设所导致的流动时间、空间和消费价格变化对于旅游发展以及目的地社会、经济、文化
、政治各个层面的影响，并深刻揭示出当代旅行和旅游作为新型资本积累方式的本质及其与旅游景观
的形成、空间竞争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关系。
《旅游流动、资本积累与不平衡地理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发展影响研究》既有原创性的理论贡
献，也有研究方法创新，对于国内旅游发展实践也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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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景区内部基础设施建设是旅游国债投资的重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和扩大就业是旅游国债投资的主要目的。
　　根据国家发改委旅游国债资金安排原则与申报条件要求，景区是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对
象，包括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自然保护区的试验区、国家
地质公园、国家旅游度假区以及私人承包开发的景区等，人造景观不在其列。
而且重点考虑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方面见效明显的景区。
旅游国债投资建设的主要内容则是：直接为旅游景区配套的基础设施，重点是景区内部的交通基础设
施，包括：“景区与交通干线之间的连接道路问题，‘断头路’和道路改扩建，景区内部旅游专用公
路、停车场、景区内的游览步道、景区供电供水设施、景区垃圾污水处理设施、景区旅游厕所、景区
环境整治、游客中心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保护设施等”。
从2000～2005年，全国利用旅游国债资金累计修建景区旅游公路约11000公里，游步道4000多公里，用
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约占国债项目总投资的80％以上（国家发改委，2006）。
　　（3）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总量与项目单体投资规模普遍较小，建设周期较短，以发挥投资引
导功能为主。
　　“十五”期间，我国国债发行总规模高达23000亿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国家重点项目建设。
而其中用于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债资金（不含中央预算内资金以及地方配套资金）68.1亿元，仅占
全部国债资金的0.25％。
平均每个项目总投资额3386万元，其中国债资金投入仅l104万元。
而且西部地区项目投资规模普遍小于中、东部地区，单体项目投资额分别为3296万元、3813万元
和5673万元。
所建设的旅游公路的长度通常在20～30公里以内，建设周期在1～2年，路面等级也普遍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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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流动、资本积累与不平衡地理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发展影响研究》为经济学·管理
学博士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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