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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意义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其已经成为区域经济

的重要推动力量。大力发展旅游业，加强对旅游经济的研究，

对于缩小地区差异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中国河北省，高新

技术发展相对落后，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发展地区经济和实现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有着重大意义[1]。2016年河北省共接待海内

外游客 4.67亿人次，旅游总收入 4654.5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5.49%和 35.56%。因此，加强对河北省各市旅游经济发展潜

力的研究，可以了解其发展变化、结构特征、相互之间的联系，

探讨河北各市旅游经济发展潜力，使旅游业相关各部门对本

区各地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有一个更加全面、准确的了解和清

醒的认识，从而为今后旅游业的宏观调控提供相应的理论依

据，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依据，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2 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评价

2.1 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内涵

旅游产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和辐射力，既依赖于其

自身发展状况，也离不开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支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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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是指区域旅游产业改善自身现有

生产要素非正常使用(不足或过度)，以及刺激区域内与旅游产

业相关的其他要素转化、促进和支撑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

能力，主要反映未来发展的潜在能力，具体包括旅游产业自我

成长潜力和外部支撑潜力[2]。其中，自我成长潜力主要指区域

内旅游产业自身生产要素得到有效利用所实现的旅游产业成

长能力，外部支撑潜力则指区域内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其他要

素转化、促进和支撑旅游产业发展的能力。

2.2 评价指标体系

在指标全面性、客观性、代表性和现实性原则的基础上，

结合河北省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实际，论文基于产业自我成

长潜力与外部支撑潜力的视角选择了 6个一级指标，分别为

旅游资源条件、旅游市场容量、旅游开发效益、社会经济支撑、

开发条件支撑和环境承载支撑，和 12个具体指标[3-4]，见表 1。
表 1 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自我成长潜力

旅游资源条件
A级以上景区数量

4A级以上景区所占比重

旅游市场容量
接待国际入境旅游人次（万）

接待国内入境旅游人次（万）

旅游开发效益 旅游总收入（亿）

外部支撑潜力

社会经济支撑

政府财政支出（亿）

人均 GDP
人均可支配收入

开发条件支撑
旅行社数量
星级宾馆数量

环境承载支撑
优于二级优良天数
生态良好县所占比例

2.3 多因素综合评价法

用多个指标对多个参评单位进行评价的方法，称为多因

素综合评价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将多个指标转化为一个能够

反映综合情况的指标来进行评价。根据所选择的因子对每个

市的旅游业发展潜力进行计算[3]。

首先对各因子数据进行标准化，运用极差标准化对数据

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后结果如表 2所示，将标准化

后的结果进行计算，计算模型为：

该市旅游业发展潜力=旅游资源条件分值+旅游市场容量

分值+旅游开发效益分值+社会经济支撑分值+开发条件支撑

分值+环境承载支撑分值。

3 河北省旅游业发展潜力差异分析

3.1 旅游业潜力分类

根据上述各市因子得分矩阵，计算出每个市的潜力得分

总和，将河北省 11个市的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归为 3类：
玉援潜力强（6.41-8.41）：石家庄、张家口、秦皇岛。

域援潜力一般（3.51-6.40）：承德、唐山、保定、邯郸、廊坊。

芋援潜力较差（2.81-3.50）：邢台、沧州、衡水。

3.2 旅游业发展潜力差异分析

根据表 3各市发展潜力分值汇总表，将河北省各市的具

体得分和实际情况相结合，详细分析旅游业发展潜力在空间

上的差异。

据表 3 可知，石家庄、张家口、秦皇岛为发展潜力强的三

表 2各市因子数据标准化矩阵

石家庄 邯郸 张家口 秦皇岛 承德 沧州 廊坊 唐山 保定 邢台 衡水

A级以上景区 0.68 0.49 1.00 0.72 0.58 0.19 0.49 0.70 0.75 0.43 0.26
4A级以上景区 1.00 0.50 0.43 0.46 0.32 0.11 0.21 0.50 0.54 0.29 0.07

接待国际入境旅游人次 0.59 0.18 0.34 0.90 1.00 0.23 0.48 0.33 0.46 0.08 0.50
接待国内入境旅游人次 1.00 0.62 0.68 0.55 0.60 0.17 0.35 0.59 0.87 0.28 0.18

旅游总收入 0.99 0.64 0.69 0.65 0.67 0.14 0.37 0.58 1.00 0.24 0.13
政府财政支出 1.00 0.44 0.56 0.41 0.41 0.68 0.69 0.86 0.70 0.55 0.40
人均可支配收入 0.85 1.00 0.66 1.14 0.61 0.73 0.00 0.96 0.61 0.61 0.61
旅行社数量 1.00 0.33 0.37 0.12 0.52 0.24 0.06 0.73 0.27 0.23 0.12
星级宾馆数量 1.00 0.39 0.73 0.72 0.66 0.37 0.49 0.88 0.76 0.34 0.30

环境空气综合质量指数 0.30 0.29 1.00 0.75 0.85 0.54 0.44 0.25 0.00 0.07 0.23
总分值 8.41 4.88 6.45 6.41 6.22 3.40 3.57 6.37 5.96 3.13 2.81

表 3各市发展潜力分值汇总表

石家庄 邯郸 张家口 秦皇岛 承德 沧州 廊坊 唐山 保定 邢台 衡水

自我成长潜力 4.26 2.43 3.14 3.28 3.18 0.83 1.90 2.69 3.62 1.32 1.15
外部支撑潜力 4.15 2.44 3.31 3.13 3.05 2.57 1.67 3.68 2.34 1.81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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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其自我成长潜力和外部支撑潜力分值都较高。石家

庄作为河北省省会，城市的规模和人口最多，因此较其他地

区，其吸引力占有极大优势，因此石家庄旅游业的自我成长

潜力较大。从其外部条件来看，石家庄市及其周围县区西部

紧邻太行山脉，山峦重叠，地势高耸，有嶂石岩、驼梁、苍岩

山、仙台山等自然旅游资源，除此之外，石家庄还拥有丰富的

红色旅游资源，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为

沕沕国家级红色旅游景区，华北人民政府旧址、 水红色水电

站、平山滚龙沟晋察冀日报旧址 3 处为省级红色旅游景区，

这些条件使石家庄成了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最大的区

域[4]。

张家口地处河北省西北部，气候四季分明，特别是到了冬

季，以崇礼、赤城为代表的坝上与坝下过渡地带，降雪量达 1
米以上，存雪期长达 150多天，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天然滑雪

场，被誉为东方“达沃斯”，因此张家口的自我成长潜力较大。

张家口的环境承载支撑得分最高，这是由于其地理区位特点

决定的，张家口地区空气流动性强，不易形成雾霾，空气质量

可以得到保障，优于省内其他大部分城市，因此其外部支撑潜

力远远大于其他地区，张家口将承办 2022 年冬奥会雪上项目

比赛，便利的交通，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有助于推动张家口旅

游产业的发展。

秦皇岛位于冀东北部，南临渤海，是一个海滨城市，有山

海关、北戴河、南戴河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是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因秦始皇求仙驻跸而得名，两千余载的岁月长河，

留下了夷齐让国、秦皇求仙、魏武挥鞭等历史典故，因此其自

我成长潜力和外部支撑潜力较高，在河北省发展潜力居第三

位。

旅游业发展潜力一般的城市为承德、唐山、保定、邯郸、廊

坊。承德市位于河北省东北部，距北京 256 公里，交通条件便

利，有京承、锦承、承隆三条铁路在此相汇，因此外部支撑潜力

较大。且承德市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具有夏季凉爽，冬天严寒，

雨量适中，风沙较少的气候特点，是中国塞北的避暑胜地，但

是由于 4A级以上景区数量较少，政府财政支出与其他地区相

比不占优势，因此自我成长潜力方面略有限制，综合排名第四

位，旅游发展潜力一般。

唐山虽然是京津唐城市群东北部副中心城市，但是由于

4A级以上景区和接待游客数量有限，自我成长潜力略有不

足，且是京津冀工业基地中心城市，对于环境的压力较大，环

境承载力不足，因此唐山的旅游业发展潜力一般。

保定市位于太行山东麓，冀中平原西部，是国务院命名

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自我成长潜

力方面尤其是目前旅游总收入较高，但是由于其处于石家庄

和北京中间，区位原因造成游客的来源有限，且在环境承载

力方面明显不足，因此外部支撑潜力较低，总体发展潜力有

限。

邯郸市旅游业发展潜力一般的原因与保定类似，有武安

京娘湖、九步沟、长寿村、朝阳沟等著名景点，且是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城，但是游客来源有限，加上政府财政支出与其他地区

相比较少，环境质量较差，因此旅游业发展潜力一般。

廊坊是京津冀城市群的地理中心，位于京津两个国际都

市之间，所辖 10 个县(市、区)全部与京津接壤，素有“京津走

廊、黄金地带”之称，是中国铁路、公路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交通便利，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因此虽然廊坊旅游景点数量并

不是很多，但是处于环京津地带，旅游业发展还是具有一定的

潜力。

潜力等级较差的城市有邢台、沧州和衡水，都是位于河北

省中南部或东南部，有一定的旅游资源和旅游发展基础，但是

从自我成长潜力方面来说，4A级旅游景点数量较少，旅游市

场容量、旅游开发效益和社会经济支撑方面都处于劣势，因此

与河北省其他地区相比，旅游业发展潜力较差。

4 结语

总体来说，河北省内各市旅游业虽然存在差异，但是产

业集群大旅游格局初显。从地域区划上看，各市旅游发展潜

力，尤其是环首都休闲度假圈的张家口、承德、廊坊等地旅游

收入增幅巨大。燕山—太行山休闲度假旅游带沿线的石家

庄、邯郸以及邢台和滨海休闲度假旅游带等发展新型业态，

沿海秦皇岛、唐山等地旅游业增长速度快，河北省“一圈两带

多点”产业集群大旅游格局初显。旅游业发展潜力的大小，决

定了未来旅游业的发展状况，为了促进区域旅游经济的持

续、健康发展,各市有关部门必须充分利用地区旅游经济的发

展潜力,将潜在的能力转变成现实的竞争势能，以实现更大的

旅游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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