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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旅游学研究（第5辑）》在回顾国内外旅游经济学基本发展历程及其主要成果的基础上，指出
了我国旅游经济学学科研究中存在着理论体系不够完整，主要矛盾不够清晰，手段和方法过于单一，
京沪经济学的研究队伍和组织过于单薄等问题。
同时从学科的角度出发谈及了旅游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应解决好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
等学科发展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京沪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均势与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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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我国旅游经济学学科研究　　存在的问题：　　综观我国将近30年来旅游经济学研究的学术
贡献，可知我国旅游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不断突破和提升，理论体系也日趋完善。
但与国外旅游经济研究对比而言，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足：　　（一）旅游经济研究的理论体
系不够完善　　我国旅游经济学研究从开始到现在有将近30年的历史，在这30年的研究中，我国旅游
经济学科进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旅游经济学学科体系、基本内容、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等方面
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这主要体现在旅游经济研究相关概念差异较大，共识尚未形成。
对于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观点。
王立刚、刘世杰（1982）认为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旅游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规律；黄辉实（1990）
认为旅游经济学就是要研究旅游活动商品化过程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即旅游者
的最大利益、旅游供给者的最大利益和国家最大利益这三者的经济关系和矛盾；王大悟、魏小安
（1998）认为旅游经济学是研究旅游活动中的经济现象、结构关系和经济规律的科学；陶汉军、林南
枝（2000）认为旅游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旅游活动过程中旅游产品的需求与供给矛盾⋯⋯作为学术研
究，这些不同的观点可以繁荣旅游学术研究，但不利于学科的发展。
　　（二）旅游经济学的主要矛盾不够明晰　　任何一个成熟的学科都是围绕最主要的矛盾展开的，
这既是学科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学科体系的切入点。
如政治学的主要矛盾是权力，它是围绕着权力问题展开的；社会学的主要矛盾是群体，它是围绕着群
体问题展开的；管理学的主要矛盾是组织，它是围绕着组织问题展开的⋯⋯而旅游学科，不论是旅游
学，还是旅游经济学的教材或著作大都认为主要是围绕着旅游展开的，这等于说人的学科是围绕着人
展开的，相当于没有，由此可见旅游经济学科的不成熟性。
此外，我国的旅游产业还处于一个原始发展阶段，各个旅游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有的还没出现，有的
即使有所表现但表现力度较弱。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建立比较成熟的、科学的旅游经济学学科体系是比较困难的。
（三）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单一　　从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上看，我国旅游经济学学科体系显
得有些简单化。
具体体现在：论述性的定性研究多，描述性的定量研究少；大量的应用研究停留在简单的、单一的、
低水平的层次上，重复工作较多；从供求关系、区域经济观点进行的高水平、综合性的研究成果较少
；“拿来”的东西多、独创的见解少；“泛区域”的研究多，区域专业化的研究少；理论研究主要采
用规范研究方法，较少采用实证分析与定量研究的方法；“单干”的多，跨文化、跨区域和跨机构的
群体合作少。
　　（四）旅游经济学的研究队伍及组织机构单薄　　同一般学科发展不同，旅游经济学的发展是先
有学科教育后有学科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经济学学科研究是旅游教育发展的结果。
这样，旅游高等院校便成为旅游经济学学科研究的主体。
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旅游经济学学科研究人员主要是高等院校的教师，另一方面学术成果主要集中
在高等院校。
这种现状对旅游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是不利的。
旅游经济学学科是一个介于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之间的一种新型学科，它的应用性更为突出，由于目
前高等院校办学过程中实践环节的弱化，使得旅游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的吻合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五）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有待于提高　　学科研究成果的质量最能说明一个学科的成熟与否
。
20多年来，在我国旅游教育规模扩张的同时，旅游经济学科研究虽然有进展，但与我国旅游产业实践
和旅游教育对学科研究的要求却不能相对应。
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旅游实践。
　　其次，研究成果的互补性、开放性和沟通性也有待于提高。
正如申葆嘉先生曾谈到：我国的学术活动还没有像外国那样形成一个独立的工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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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①独立的旅游学术团体极少；②几乎所有的旅游学会都是各级旅游行政机关的附属单位，为
行政机关需要服务；③研究者之间或地方学会之间缺乏横向联系，全国性的旅游学术团体迄今未成立
，全国性的学术活动难以展开；④旅游高等院校没有成为国内旅游学术活动的主力；⑤缺乏来自专业
渠道立项的科研经费。
　　此外，在研究内容方面也存在差异。
对旅游经济效益和积极影响的分析多，对社会文化效益及其负面影响的探讨少；针对旅游需求的市场
营销研究多，从社区发展角度就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分析少；就旅游经济的表面现象开展的研究多
，对旅游经济深层次的审视少，如对旅游经济中各种关系的研究较为薄弱等等。
　　总之，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旅游经济学学科的这种现状，它的发展及其教育将会出现生存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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