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负学术不负旅	
——中国旅游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戴斌 博士 

（2016.10.20，桂林）	

	

各位同仁，朋友们，	

早在三个月以前，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

的高级官员徐京先生在微信上说，今年秋季在桂林举

办的旅游趋势与展望论坛已经是第十届了，希望我能

到会上，和大家聊聊过去十年的中国旅游研究。作为

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徐京先生拥有广阔的全球视野

以及对中国国情、旅情的系统了解，我便立即应了他

的邀请。等到动笔起草讲稿的时候，才想起忘记了问

他在主要面向政府官员和商业精英的国际盛会上，为

什么要谈一个似是给博士生上课的主题呢？	

旅游理论是学术界基于产业实践的观察和思考，

运用科学范式理性抽象的结果。优秀的理论成果既能

很好地解释世界，也能指引未来的方向。或者说，了

解旅游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是掌握旅游市场和战略

决策的前沿思想不可或缺的有效路径。我们对旅游发

展趋势的把握，当然可以通过对国家法律、政府规章

和产业政策的解读，以及官员的公开演讲获取旅游行



政主体的战略意图；可以通过专业智库和行业协会发

布的市场数据、投资动态和企业家的讨论，及时把握

旅游消费主体的出行方式、消费行为的变化，以及旅

游市场主体的投资动向和商业竞争格局的演化；可以

通过会场内外正式和非正式的聊天捕捉信息，从而让

自己和所在机构的决策与时代发展的大方向相一致。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一流的旅游学术机构和权威学者

的理论成果那里去获得有启发性的观点，在有限的时

间里通过高质量的信息，达到把握产业发展趋势的目

标。事实上，那些高质量的会议从来就离不开高水准

的学术机构。尤其是主题确定、进程设计和共识形成

方面，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论支撑将是不可想象的。	

过去的十年，是大众旅游和国民休闲的十年，是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最为活跃的十年，是国家对旅游

业的战略摆位不断提高的十年。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

史进程中，学术研究和旅游理论没有缺席，而是始终

是在场的。无论是国民旅游权利的实现、国家旅游发

展战略的制订，还是国际旅游交流合作领域重大项目

的实施，一直活跃着旅游学者的身影。他们积极承担

国家和地方与旅游相关的科研项目，据不完全统计，

10年来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 575项，国家旅游局立项资助的研究课题 212



项。这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对于“大众旅游”、“国

民休闲”、“全域旅游”、“厕所革命”、“旅游+”等国家

旅游战略的制订实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教育和

学术界还通过数以百计的学术专著、研究报告，数以

千计的学术论文和更多的行业文章、公开演讲和课堂

教学，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发展旅游的社会共识。值得

关注的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始终处于发展

与转型的过程中，也由于业界和地方政府尊重知识的

传统，从事旅游理论研究的学术机构和民间智库还广

泛介入了不同空间尺度的旅游发展规划，承担旅游企

业投资和经营的咨询顾问，以及市场推广、会议、展

览等事件的主导或者参与。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

个国家、哪个地区、哪个时代的旅游学者能够像这几

年的中国同行那样，在大学教授、公司老板、政府顾

问和公众人物等不同角色之间如此自如转换。对这种

现象的利弊优劣，还没有到总体评价的时候。回顾过

去的十年，包括中国旅游研究院和桂林旅游学院在内

的学术共同体没有辜负旅游实践的现实要求。	

在服务于公共决策和市场实践的过程中，旅游学

术共同体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应有使命。过去的十年，

是当代旅游发展理论体系持续完善的十年，也是旅游

学术共同体日渐成型的十年。对中国由“入境旅游、



创汇导向”转向“国民旅游、拉动内需”，在新的历史

时期“发展旅游为什么”、“发展旅游依靠什么”、“旅

游重点做什么”等重大理论问题，先后提出了“更多

的国民参与、更高的品质分享”、“为了人类在大地上

更加自由地行走”、“培育创业创新型的旅游市场主体，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旅游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建立与大众化、散客化时代相适应的旅游经济宏观

调控和微观监管体系”	等一系列理论命题。受益于理

论创新和学术共同体的努力，国民教育序列已经形成

了包括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管理等多个专业和

专业方向，从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学士、硕士和博

士的学位体系，以及依托一流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和

依托研究机构、大型旅游企业的博士后工作站。	

过去的十年是旅游实践更加普及和公共表达更加

多元的十年，也是理论研究的队伍不断地分化组合的

十年。互联网和智能通讯领域革命性的进展，极大方

便了研究人员，尤其是那些拥有专业数据采集技术和

仿真模型的研究团队获得旅游消费、旅游创业创新、

宏观政策的即时数据和行业动态。与此同时，旅游研

究特别是与产业相关的应用性研究的门槛被大大降低

了，已经不再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利。事实上，包

括以中国旅游集团公司的研究院、锦江国际的旅游研



究中心为代表的依托大公司的研究平台，易观国际为

代表的独立研究机构，还有若干相对成型的行业媒体

的研究人员，已经成为旅游理论研究队伍的重要组成

部分。他们关注行业的前沿动态，想业界之所想，急

业者之所急，发表的成果具有很强的话题性，甚至成

为学院派研究人员选择研究课题的重要依据。	

当代中国旅游理论研究的成果发布和观点表达不

再只是局限于《旅游学刊》等纸质学术期刊，人们越

来越倾向于在 4G的智能手机上，通过 QQ、微博、微

信、今日头条、优酷、喜马拉雅等多媒体社交平台获

取行业资讯。如果表达方式适合年轻人的阅读习惯，

象牙塔内的纯粹学术文章和理论前沿也是可以通过这

些网络平台加以传播的。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学术期

刊、行业报刊，还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甚至是学者个

人都有了自己的网站、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与此同时，

则是传统媒体在有计划地减少印刷量，像《饭店世界》

这样以贴近行业的平面媒体迫于成本的压力，甚至停

止了纸质版的印刷。相对于只有几百几千人订阅中的

学术期刊，发表在社交媒体上的高水平文章却在一天

之内就有数以万计的阅读量。没有人能够无视这样的

差异，就是那些自许清高的学者也开始把自己的研究

成果和理论观点放到互联网上。这没什么，《论语》、



《圣经》这样的经典最初也不是发表在什么 SCI的平

台，也没有权威出版社审校发行，就是通过从小众到

大众的口口相传，经过时间的检验而成为人类文明的

典范。	

各位同仁，朋友们，	

2020年，中国梦的第一个百年梦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就要实现了，旅游业也将迎来全新的战

略机遇。从旅游资源大国到旅游大国，再到旅游强国，

中国对世界旅游的贡献不仅仅是上亿的旅游出境旅游

人次和上千亿的海外旅游消费，还将有一批世界知名

的旅游目的地，若干重塑全球旅游产业格局的跨国企

业，还将为世界旅游发展理念和国际合作贡献中国的

智慧。在这个进程中，旅游理论研究任重道远。	

相信中国的旅游理论研究将继续关注本土旅游实

践，特别是消费主体、市场主体和行政主体的现实需

求。离开了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旅游实践，躲进传

统学术的象牙塔去，理论创新就会象安泰离开大地一

样，很快就会失去生命。	

相信中国的旅游研究将继续融入国际旅游学术共

同体，贡献中国的旅游思想和当代旅游发展理论。我

们重视与产业实践的互动，尊重实践者的现实作用和

历史价值，倡导旅游领域的工匠精神，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放弃自己的学术使命和学术共同体的自我认同。

会有越来越多的旅游学者自觉承担学术和文化建设的

责任，在与旅游实践紧密互动的同时，厚重其理论，

灵性其思想。未来的十年，中国旅游学术界与国际同

行的交往将更加频繁，也会搭建更多更好的平台。	

相信中国的旅游理论研究将与旅游业界，特别是

那些创业创新和变革导向的旅游市场主体有更多的互

动，主动吸纳那些既有丰富的实践经历，又有综合素

质和专业能力的研究人员进入到旅游学术共同体中来。

理论研究的边界从来就不是封闭的，一个开放、包容、

共享的旅游研究氛围不仅有助于学术共同体自身的成

长，也必将成为国家旅游软实力的基础支撑。	

谢谢！	

	

（本文为“第十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

协会旅游趋势与展望国际论坛”的主题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