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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分析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分析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分析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分析 

陳承琦 1
 王雲 2

 薛凱峰 3
 余維臻 4

 
1,2,4 浙江樹人大學  

3,5 正修科技大學 

一一一一、、、、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 中國的旅遊服務貿易發展迅速。據統計，我國的旅

遊服務貿易外匯收入從 2000 年的 203.85 億美元上升至 2008 年的 408.43 億美

元，而且旅遊服務貿易從 2000 年到 2008 年均占我國服務貿易 27%以上 。 

杭州作為浙江省省會城市，是“七大古都”之一，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風

景資源，是國內知名度很高的風景旅遊城市；但同時，杭州也面臨著旅遊資源

與其他相關產業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旅遊國際競爭力不強等問題。本文擬對杭

州旅遊服務貿易的現狀進行描述，運用 SWOT 模型對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

爭力進行具體分析，從而有針對性地對提升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提出

對策和建議。 

二二二二、、、、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的現狀及特點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的現狀及特點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的現狀及特點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的現狀及特點 

旅遊服務貿易，是國際服務貿易的一種，是指一國或地區旅遊從業人員運

用可控制的旅遊資源向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旅遊服務消費者提供旅遊服務並獲

得報酬的活動。其範圍涉及旅行社和各種旅遊設施、客運、餐飲供應、食品、

建築工程承包、以及航空業等。旅遊服務貿易既包括外國旅遊者的入境游，即

國際收入遊，也包括本國旅遊者的出境游，即國際支出遊。以下就杭州入境旅

遊服務貿易現狀進行分析。 

杭州經濟實力雄厚，旅遊資源豐富，在全國旅遊城市中知名度甚高，處於

全國旅遊城市前列。近幾年，杭州的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發展較快。2008 年，

全市全年接待入境旅遊者 221.33 萬人次，比上年增長 6.1%；入境旅遊外匯收

入達 12.96 億美元，比上年增長 15.58% 。具體來說，目前杭州入境旅遊服務

貿易主要體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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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入境旅遊服務貿易外匯收入逐年上升入境旅遊服務貿易外匯收入逐年上升入境旅遊服務貿易外匯收入逐年上升入境旅遊服務貿易外匯收入逐年上升，，，，但增加率下降但增加率下降但增加率下降但增加率下降 

表 1 2000-2008 年杭州旅遊服務收入情況 

年    份 

旅遊服務總收入 

（億元） 

國內收入 

（億元） 

外匯收入 

（億美元） 

外匯收入比上

年增加率 

2000 214.3 190 2.92 --- 

2001 249.7 218.9 3.37 15.41% 

2002 294.4 254.8 4.77 41.54% 

2003 325.9 290.9 4.22 -11.53% 

2004 410.1 361.2 5.97 41.47% 

2005 465.1 403.6 7.58 26.97% 

2006 543.7 471.2 9.09 19.92% 

2007 630.1 548.6 11.19 23.1% 

2008 707.2 617.2 12.96 15.81% 

資料來源：根據《杭州統計年鑒 2009》計算得出 

表 1 為 2000 年至 2008 年的杭州旅遊服務貿易收入情況。如表 1 所示，

2000 年至 2008 年杭州旅遊服務總收入逐年增加。旅遊服務總收入從 2000 年

的 214.3 億元增加到 2008 年的 707.2 億元。同時，除 2003 年的入境旅遊外匯

收入受“非典”的影響下降外，近年來杭州入境旅遊外匯收入都逐年增加；外

匯收入由 2.92 億美元增加到 12.96 億美元，足足增加了 5 倍多，連續九年位

於全國旅遊城市前十。 

此外，也可由表 1 中看出，雖然 2000-2008 年杭州入境旅遊外匯收入逐年

增加，但除 2007 年外匯收入比上年增加率略有上升外，每年的外匯收入比上

年增加幅度呈下降趨勢，即入境旅遊外匯收入比上年增加率減少。尤其是受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的外匯收入比上年增長

率降到近五年的最低，僅有 15.81%。 

（（（（二二二二））））杭州入境旅遊人數逐年增加杭州入境旅遊人數逐年增加杭州入境旅遊人數逐年增加杭州入境旅遊人數逐年增加，，，，客源國增多客源國增多客源國增多客源國增多 

如表 2 所示，雖然 2003 年由於“非典”的特殊影響，杭州的入境旅遊人

數有所下滑，但總體上看，近年來杭州入境旅遊人數是逐年增加的。從 2000

年到 2008 年，杭州入境旅遊人數總數翻了三倍，由 707148 人增加到 221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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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另一方面，境外旅客客源國增多。2000 年杭州的境外旅遊客源中，港澳

臺同胞占了 43.31%，外國遊客占比 56.69%；2008 年，港澳臺同胞占了 30.26%，

外國遊客占比 69.74%。外國遊客占境外遊客人數比與港澳臺同胞占境外遊客

人數比差距變大，說明杭州入境旅遊市場慢慢走向成熟，從另一面看，杭州入

境旅遊貿易發展前景廣闊。同時，入境游的外國遊客的客源國也在東亞、東南

亞國家為主的基礎上，增加了一些歐美國家，如英國、德國、法國、美國等；

其中美國遊客每年來杭旅遊的人數不斷上升，美國也已成為繼韓國、日本之

後，第三大外國客源國。 

表 2 也顯示，近年來入境遊客在杭州的平均逗留天數也不斷增加，平均逗

留天數從 2000 年的 2.15 天到 2008 年的 2.73 天，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杭州的

入境旅遊對境外遊客的吸引力越來越大。 

表 2  2000-2008 年杭州境外旅遊者人數 

年份 合計 外國人 港澳臺同胞 

同比增長

率 

平均逗留天

數 

2000 707148 400906 306242 - 2.15 

2001 819438 447689 371749 15.8% 2.41 

2002 1056266 631576 424690 28.9% 2.5 

2003 861163 482073 379090 -18.5% 2.72 

2004 1234063 791616 442447 43.3% 2.59 

2005 1513585 1020840 492745 22.6% 2.63 

2006 1820171 1236792 583379 20.3% 2.57 

2007 2085997 1453650 632347 14.6% 2.67 

2008 2213329 1543665 669654 6.1% 2.73 

資料來源：根據 2001 年至 2009 年的歷年《杭州統計年鑒》整理計算得出 

（（（（三三三三））））杭州入境旅遊者人均消費逐年平穩上升杭州入境旅遊者人均消費逐年平穩上升杭州入境旅遊者人均消費逐年平穩上升杭州入境旅遊者人均消費逐年平穩上升 

2000 年至 2008 年，杭州的入境旅遊者人均消費水準逐年上升（如圖 1）。

除 2001 年與 2006 年的入境旅遊者人均消費水準與上年基本持平外，其餘年

份都保持著持續走高的態勢。這說明境外遊客在杭州旅遊消費支出增加，有利

於杭州入境旅遊創匯。但從縱向看，整體增長趨勢過於平穩，增長幅度有待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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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入境游客人均旅游消费情况

0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年份

人
均

旅
游

消
费

（
万

美
元

）

 

圖 1 2000-2008 年杭州入境遊客旅遊消費情況 

三三三三、、、、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分析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分析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分析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分析 

結合上文現狀分析，下文分別用國際出口市場佔有率指標和 SWOT 分析法

對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進行具體分析。 

（（（（一一一一））））指標分析法指標分析法指標分析法指標分析法 

本文首先採用國際出口市場佔有率這一指標對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

爭力進行分析。國際出口市場佔有率是一國出口總額占世界總額的比例，反映

一國出口的整體競爭力，其計算公式為： 

                             
wj

ij
ij X

X
MS =      （1） 

其中 表示 i 國家 j 產品的市場佔有率指數； 表示 i 國家 j 產品的出口總額； 

表示世界 j 產品的出口總額。 值越高，表示該產品所處的產業國際競爭力就

越強，反之則越弱。 

現將其應用於分析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在全國入境旅遊服務貿易中的

競爭力狀況，即用杭州旅遊服務貿易出口總額與中國旅遊服務貿易出口總額之

比來表示，反映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的現實狀態。 

如圖 2，杭州的入境旅遊服務貿易外匯收入占全國入境旅遊外匯收入的比

重從 2000 年的 1.8%增長至 2008 年的 3.17%。雖然這一比重在逐年上升，但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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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份額偏小，不足 5%，說明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不強。 

2000-2008杭州入境旅游服务贸易外汇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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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00-2008 年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外匯收入情況 

為了進一步說明杭州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的現狀，下文將杭州、上海、北

京、寧波四市的國內旅遊服務貿易出口佔有率進行對比分析，更好的瞭解杭州

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的競爭力水準。 

四城市旅游服务贸易国内出口市场占有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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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北京、上海、杭州、寧波四市的旅遊服務貿易國內出口市場佔有率比較 

如圖 3 所示，2000 年至 2008 年間，杭州市旅遊服務貿易的出口市場佔有

率介於 2%到 4%之間，橫向比較之北京、上海兩大旅遊服務貿易強市，差距懸

殊，杭州處於競爭劣勢；與省內其他旅遊強市如寧波相比較，杭州則具有一定

競爭優勢；而縱向比較，這一指標大致平穩。 

總的來說，杭州的入境旅遊服務貿易較之省內旅遊城市，具有一定競爭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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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而較之工業發達的北京、上海兩市，杭州的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不強。 

（（（（二二二二））））SWOT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1.優勢優勢優勢優勢 

（1）各類旅遊資源豐富 

杭州是一個山、湖、河、江、海、潮、塘、溪、林兼具的城市，旅遊資源

豐富；其獨一無二的西湖山水和巧奪天工的人文景觀更是世界各地旅遊景觀中

鮮有，吸引眾多慕名而來的外國遊客，2008 年杭州入境旅遊者共 2213329 人

次，比上年增長 6.1%。根據杭州市旅遊資源普查結果，杭州旅遊資源分屬 8

個主類、30 個亞類、140 個基本類型，擁有率分別為 100%、 97%、 77%，。

根據《旅遊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的國家標準，杭州 181 個旅遊資源類型中，

自然資源 81 個，人文旅遊資源 100 個，兩者之比約為 0.81。自然資源涉及的

基本類型 50 個，人文旅遊資源涉及的基本類型 90 個，兩者比例約為 0.56，

由此可見，在當今旅遊市場細分化、旅遊需求多元化的競爭態勢下，自然旅遊

資源與人文旅遊資源相容並蓄的杭州為入境旅遊服務貿易市場的發展提供了

極為堅實的資源支撐。 

（2）地域條件優越 

杭州地處長江三角洲南翼，杭州灣西端，錢塘江下游，京杭大運河南端，

東臨杭州灣，南與紹興、金華、衢州三市相接，北與湖州、嘉興兩市毗鄰，西

與安徽省交界，據上海僅 120KM，是長江三角洲重要中心城市和中國東南部

交通樞紐，同時也是重要的旅遊集散地、旅遊溢出效應和擴散的重要目的地。

地形複雜多樣：西部屬浙西丘陵區，主幹山脈有天目山等；東部屬浙北平原，

地勢低平，河網密佈，具有典型的“江南水鄉“特徵。省內最大河流錢塘江由

西南向東北，流經全市大部分地區。東苕溪通過臨安、余杭等地匯入太湖。杭

州具有典型的亞熱帶季風氣候，四季分明，溫和濕潤，光照充足，非常有利於

旅遊服務貿易的發展。 

（3）相關性產業發展良好 

由於杭州一直都把旅遊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部分，所以杭州的入

境旅遊服務貿易起步較早，一些相關產業的發展也較為成熟，例如酒店賓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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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見表 3），至 2008 年末，杭州各類星級賓館達到 247 家，其中五星級酒

店 13 家。杭州酒店賓館的入境接待能力良好,為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的發展奠定

了很好的基礎。 

表 3 2000-2008 年杭州星級酒店情況表 

年份 星級酒店總數 五星級酒店個數 

2000 102 2 

2001 148 3 

2002 167 3 

2003 187 3 

2004 203 4 

2005 229 9 

2006 241 10 

2007 250 12 

2008 247 13 

資料來源：根據 2001 年至 2009 年的歷年《杭州年鑒》整理計算得出 

（4）入境旅遊交通便利 

交通情況作為衡量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強弱的一個重要因素，決定著

一個城市的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優勢。由於本文要研究的是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

爭力，為更好的說明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的交通方面競爭力，我們主要考察

入境遊客的出行情況，所以較之海運 、鐵路和公路運輸，航空運輸對入境旅

遊服務貿易的左右極大。 

杭州入境旅遊交通情況便利，具體體現在杭州蕭山國際機場的以下兩個方

面：其一，年旅客吞吐量增大。至 2008 年末，蕭山國際機場年旅客吞吐量達

1267.32 萬人次，比上年增長 8.0％。其二，機場航線增多。我們可以通過比

較 2002 年和 2008 年的機場航線數，得出 2002 年至 2008 年，蕭山國際機場

已開通國內航線由 102 條增至 193 條，國際航線由 4 條增至 30 條，港澳臺地

區航線由 2 條增至 8 條。總的來說，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的交通方面發展良

好，境外遊客進入杭州便利，有利於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的發展。 

2.劣勢劣勢劣勢劣勢 

（1）城市國際旅遊知名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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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08 年的杭州入境遊客的客源國統計（如表 4），杭州的入境客源國

為 14 個，且主要集中於亞太地區，其中以東亞的韓國、日本為主體，兩國入

境遊客人數分別占入境遊客總人數的 19.73%、13.25%，位居杭州入境客源國

第一和第二位；港澳臺地區也一直都是杭州入境旅遊重要的客源市場，其所占

比重為 30.26%；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南亞國家也對杭州入境市場佔有

一定比重。 

除亞洲市場外，美國占入境遊客總人數的 5.78%，為杭州在歐美市場中的

最大入境客源國，其他德、法、英、加和澳洲市場的澳大利亞等遠程外國客源

市場，赴杭旅遊者人數占入境遊客總人數的比重較低，低於 2%。 

以上資料說明：一方面，杭州入境客源國少，僅為 14 個，且多集中于亞

洲市場，這種客源市場結構會給杭州入境旅遊市場帶來較大市場風險；另一方

面，杭州入境旅遊在國際市場的知名度低，特別是歐美市場，入境遊客人數占

比偏小，不利於杭州旅遊國際化的進程。這兩方面都會直接降低杭州入境旅遊

服務貿易的競爭力。 

表 4 2008 年杭州入境遊客分國別（地區）情況 

境外遊客國別（地區） 人數 占入境遊客總人數的百分比 

香港 264195 11.94% 

澳門 11990 0.54% 

臺灣 393469 17.78% 

日本 293259 13.25% 

韓國 436627 19.73% 

美國 127860 5.78% 

新加坡 45200 2.04% 

澳大利亞 30280 1.37% 

泰國 57832 2.61% 

義大利 21682 0.98% 

荷蘭 14097 0.64% 

西班牙 22172 1.00% 

馬來西亞 78570 3.55% 

法國 32518 1.47% 

德國 4324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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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29628 1.34% 

英國 28985 1.31% 

合計 2213319   

資料來源：2008 年《杭州統計年鑒》 

（2）旅遊產品過於單一 

針對入境旅遊市場的旅遊項目的投資，杭州過多注重觀光產品的建設，忽

視非觀光產品的深度開發，缺乏有特色、可吸引外國遊客多次旅遊的專項旅遊

產品。例如，杭州缺乏像香港那樣主打“購物天堂”的城市旅遊形象，可推出

一系列旅遊及購物的優惠活動吸引境外遊客多次遊玩購物。同時，在全球經濟

一體化的時代，高品質的旅遊產品應突出外國遊客的參與性、娛樂性、知識性

和享受性, 杭州在入境旅遊產品的開發過程中沒有充分體現這幾點。杭州所能

提供的旅遊產品品質和境外遊客要求的旅遊高端產品還有距離，難以滿足入境

旅遊者的個性化、多樣化需求。所以杭州入境旅遊產品的單一非常不利於杭州

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的發展。 

（3）國際旅遊企業自身經營水準低 

杭州作為國內著名的旅遊城市，其國內旅遊市場的發展已較成熟（如圖

4），2008 年杭州接待國內遊客達 4551.67 萬人次，國內旅行社達 396 家；但

就國際旅遊市場而言，杭州接待的入境遊客 221.33 萬人次，與國內旅遊市場

的差距巨大。 

導致這一現狀的原因，主要是目前杭州市具備接待入境遊客的能力的旅遊

企業數量不多，實力不強。據杭州統計局的統計，至 2008 年末，杭州市共有

41 家國際旅社。其中多數國際旅社普遍存在企業規模小，國際旅遊人才缺乏，

品牌知名度低，資訊化程度不高，服務品質差等問題，從而無法與一些大型國

際旅遊集團抗衡，在入境旅遊服務貿易市場上處於劣勢。另一方面，杭州國際

旅社未能對國際旅遊市場需求的變化作出及時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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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游客人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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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00-2008 年杭州國內外旅遊發展情況 

（4）入境旅遊專業人才缺乏 

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發展入境旅遊服務貿易，關鍵是具備一批優秀專業

的國際旅遊人才隊伍，因而他們十分重視入境旅遊人才的培養。而目前，入境

旅遊人才的缺乏一直都是阻礙杭州市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入境旅遊對專業人才要求相對較高，需具備一定的文化素質、語

言水準及管理能力，目前杭州缺少這類能提供符合入境旅遊要求的高品質旅遊

服務的專業化人才，尤其缺少實用性的國際導遊和國際旅社的高端管理人才。

例如，至 2007 年末，已培訓的杭州旅遊從業人員高達 1.3 萬人，全市共有 9814

名導遊，其中國際導遊只有 314 名，占全市導遊人數比例極低，這也說明入境

旅遊專業人才缺乏。另一方面，杭州入境旅遊從業人員以技能型的專科學歷人

員為主,中高級人才短缺，不能滿足發展入境旅遊服務貿易對複合型高素質旅

遊人才的需要，與國際化的需要存在較大差距。 

另一方面, 入境旅遊服務人員以技能型的專科學歷人員為主,多數學歷偏

低。據瞭解，目前杭州國際旅遊相關行業從業員工的學歷分佈以高中及以下水

準為主，其次是中專、大專學歷，大學本科畢業的寥寥無幾。所以難以適應入

境旅遊發展國際化的要求。 

3．．．．機遇機遇機遇機遇 

（1）政府政策支持 

其一，對西湖景區實行免收費制度。從 2003 年起，杭州市政府對西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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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實行免收費制度，此舉在全國園林景區中尚屬首例。免費的西湖景區對杭州

入境遊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2004 年杭州入境旅遊人數達 123.41 萬人次，比

上年增長 43.3％。較歷史最好的 2002 年同期增長 16.8%。同時，由於入境旅

遊人數的增多，杭州入境旅遊收入增加。2004 年旅遊外匯收入 5.97 億美元，

比上年增長 41.5％。綜上說明“免費西湖” 這一戰略有效的提高杭州對入境

遊客的吸引力，是入境旅遊貿易的一大優勢。 

其二，向境外遊客發放外文的杭州旅遊消費券。2009 年上半年，杭州利

用海外促銷的機會的管道，向一些杭州入境客源地（日本、韓國、馬來西亞、

新加坡、香港等）發放了外文的杭州旅遊消費券，讓利遊客，受到了當地的極

大關注，效果顯著。 

（2）國際會展旅遊蓬勃發展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戰略的推進，國際間的經濟交流與合作日益增多，頻

繁的商務活動給發展中的國際旅遊業注入新的動力，尤其是國際會展旅遊的蓬

勃發展為杭州的入境旅遊服務貿易帶來了良好的機遇。杭州作為國內著名的休

閒旅遊城市，因毗鄰中國經濟最發達的上海，可借由上海已發展成熟的國際會

展業，增加入境遊客人數。2008 年，上海舉辦的國際會展次數高達 294 次，

國際會展展出總面積 597 萬平方米，（上海統計年鑒）。上海即將舉辦世界博

覽會，這將會吸引無數外國入境遊客。如果杭州能利用好上海國際會展旅遊業

這一資源，吸引上海的境外商務工作者或者遊客來杭州辦會展或旅遊，都將極

大有助於杭州的入境旅遊服務貿易市場的發展。 

4.威脅威脅威脅威脅 

長三角地區入境旅遊市場競爭激烈。入境旅遊服務貿易作為極具發展潛力

的服務貿易之一，開始受到省內眾多城市的重視。寧波市 2008 年接待入境遊

客 756776 人次，增長 14.2%，入境旅遊外匯收入 46874 萬美元，增長 13.8%，

各項指標緊隨杭州，列浙江省排名第二。同樣為浙江省內城市，溫州市近年入

境旅遊服務貿易發展迅速，2008 年接待入境遊客 318230 人次，增長 10.1%，

入境旅遊外匯收入 16109 萬美元，增長 12.58%。所以在周邊城市的入境旅遊

服務貿易發展良好的現狀下，杭州面對同質化的資源、同層次的客源市場，難

以在入境旅遊服務貿易市場中具有競爭優勢。 

綜上所述，從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的國內出口市場佔有率指標來看，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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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和寧波相比具有一定優勢，但較之上海、北京兩市，競爭力明顯偏弱；從

SWOT 分析來看，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存在競爭劣勢、威脅等問題，這些存

在的問題都不利於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的發展，所以下文對如何提升杭州入

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的發展對策進行闡述。 

四四四四、、、、提升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對策提升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對策提升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對策提升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對策 

通過上述分析，本文認為，可以從以下六個方面來提升杭州入境旅遊服務

貿易競爭力： 

（（（（一一一一））））加強國際旅遊市場宣傳力度加強國際旅遊市場宣傳力度加強國際旅遊市場宣傳力度加強國際旅遊市場宣傳力度，，，，主動開拓國際客源市場主動開拓國際客源市場主動開拓國際客源市場主動開拓國際客源市場 

1. 利用國內外主流媒體加強宣傳促銷力度。針對日韓及港澳臺等傳統客源市

場，重點與三地主流媒體及旅行商加大合作力度。同時與央視英語國際頻

道（CCTV-9），美國國家地理頻道、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英國泰晤

士報（The Times）等國內外著名媒體進行戰略合作，借助電視廣告、文章

等方式在境外客源國宣傳杭州整體旅遊形象，從而提高杭州旅遊國際知名

度，激發海外遊客赴杭旅遊的需求，吸引和招徠更多的海外旅遊者。 

2. 舉辦各類具有一定國際影響力的社會文化活動和經濟貿易活動（如西湖博

覽會）吸引境外遊客。同時，舉辦國際旅遊交易會等，吸引更多的海外宣

傳媒體和旅行商赴杭參觀、參會、參展。 

3. 積極參加境外的旅遊產品交易會。如參加柏林國際旅遊展、莫斯科國際旅

遊交易會、德國法蘭克福會獎旅遊展、阿拉伯旅遊展、美國芝加哥會獎旅

遊展等知名的國際旅遊會展活動，並同時舉辦杭州旅遊推介會，向海外旅

行商推銷杭州豐富的旅遊產品，開拓新的國際客源市場。 

（（（（二二二二））））突出特色旅遊產品突出特色旅遊產品突出特色旅遊產品突出特色旅遊產品，，，，變單一為多元變單一為多元變單一為多元變單一為多元 

在入境旅遊市場產品的開發上，杭州應將傳統的觀光型旅遊產品與具有現

代文化特色的旅遊產品結合，從單一的自然文化觀光產品向滿足多種需求的主

題產品、休閒度假產品和個性化產品轉化；應大力推進湖濱、吳山、南山路等

休閒旅遊商務區建設。從而實現由單一的觀光型旅遊向觀光、休閒度假、國際

會展三方面結合的多元型旅遊轉變。在深度挖掘資源文化內涵，精心包裝產

品、提供附加值、樹立獨特主題和創意線路等方面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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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增強國際旅遊企業競爭力增強國際旅遊企業競爭力增強國際旅遊企業競爭力增強國際旅遊企業競爭力，，，，與相關行業聯合開拓客源市場與相關行業聯合開拓客源市場與相關行業聯合開拓客源市場與相關行業聯合開拓客源市場 

1. 以建立共同市場為目標，通過現有旅遊企業的聯合兼併,按照專業化分工和

發展規模經濟的要求，培育一批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的大型旅遊企業

集團，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旅遊企業經營規模效益,使產業集中度越

來越高。通過強強聯手，形成管理優勢和人才優勢，創造一批名牌國際旅

遊企業，從而打好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的基礎。 

2. 與其他相關行業聯合開拓客源市場，可互補雙方不足，互相獲利。杭州與

國際知名航空公司的深度合作，可增強杭州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2010 年，

杭州與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合作，在日本市場推出以杭州為中心的世博題

材五日遊；與臺灣長榮航空合作，在北美市場推出北美-臺灣-杭州系列路線

產品。 

 (四四四四) 加快培養高級國際旅遊人才加快培養高級國際旅遊人才加快培養高級國際旅遊人才加快培養高級國際旅遊人才 

1. 鼓勵高等院校設立國際旅遊專業或院系，在高等院校建立國際旅遊人才培

訓基地，著力培養一批精通外語和入境旅遊事務的國際旅遊服務貿易的管

理人才。 

2. 對杭州入境旅遊業現有的經營管理人員和相關企業員工，有計劃地、分期

分批地進行培訓，全面提高入境游從業人員素質。學習國外先進的管理經

驗，培養國際型旅遊人才。根據目前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市場的需要，

重點培養旅遊管理人才、高級導遊員、小語導遊員、中級導遊人員、導遊

接待部經理等。 

（（（（五五五五））））實現與周邊旅遊區域的合作戰略實現與周邊旅遊區域的合作戰略實現與周邊旅遊區域的合作戰略實現與周邊旅遊區域的合作戰略 

應打破行政地區界限，進行旅遊規劃、產品開發統籌。同時，加強與寧波、

嘉興等周邊城市的協作，整合杭州與上海、江蘇等周邊入境旅遊發達省市的旅

遊資源，進而聯合行銷,變威脅為機遇，聯手將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優勢擴

大，將長江三角洲打造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旅遊區域。 

（（（（六六六六））））針對不同境外客源市場針對不同境外客源市場針對不同境外客源市場針對不同境外客源市場，，，，制定正確的旅遊發展戰略制定正確的旅遊發展戰略制定正確的旅遊發展戰略制定正確的旅遊發展戰略 

要有針對性地開拓海外客源市場，有重點、分層次；整合杭州地區的旅遊

特色產品，針對不同目標市場推出最適合的旅遊線路。例如，日本、韓國的兩

國遊客對杭州的傳統文化、茶文化、廟宇佛教文化感興趣，根據這一特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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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旅遊路線，突出遊客喜歡的茶葉製作、廟宇觀光項目。而歐美遊客需要留宿，

所以杭州豐富的夜生活是吸引他們的一個亮點。總的來說，杭州入境旅遊市場

應滿足不同國家和地區遊客的不同需求制定入境旅遊路線。 

五五五五、、、、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下，旅遊服務貿易作為服務貿易的一個重要組成

部分，得到了迅速發展。而入境旅遊服務貿易作為旅遊服務貿易極具潛力的分

支，從今後的發展看，它在國民經濟增長的大背景下將發展成為一大經濟產

業。本文通過對杭州入境旅遊服務貿易競爭力的研究，分析了杭州入境旅遊服

務貿易的優勢、劣勢、機遇、威脅 ，並提出了進一步提升杭州入境旅遊服務

貿易競爭力的對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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