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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关注“制度”？

看到“旅游企业未来发展之路”这个笔谈主题，

笔者即刻想起苏轼的《春江晚景》一诗，并把思维聚

焦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一词。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旅游企业是旅游业的

基本载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势必更加集中体现在旅游生活方

面。可以说，旅游企业恰逢“春江水暖”的好时间。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经历了近 40年的磨砺之后，

旅游业界人士必然对竹翠桃红的新时代、新使命、

新征程有真切的感知。然而想到苏轼的诗是基于

惠崇《春江晚景图》的第二次创作，企业与国民经济

产业之间具有双向互动关系，就生出自信，学界对

旅游企业发展的理论性思考，不仅可行而且必要

（清代学者毛希龄评苏轼这首诗说：“春江水暖，定

该鸭知，鹅不知耶？”）。苏轼还是一位美食家，在他

的诗里，河豚该上来了，用满地的蒌蒿和破土的芦芽

一炖，或许比“东坡肉”鲜美多了——旅游企业是生

产组织，需要组合各种市场要素，提供平衡充分的

产品价值——在笔者看来，那口能炖（有效传导热

量）、能盛（足够大的容量）美味的锅就好比为制度。

需要再次强调，这里所指的“制度”（institution），

是制度经济学中的术语。诺思（Douglass C. North）

曾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人类

发生相互关系所提供的框架。它们完全类似于一个

竞争性的运动队中的激励规则，也就是说，它们由正

规的成文规则和那些作为正规规则的基础与补充的

典型非成文行为准则所组成。”在新制度经济学家

眼中，制度虽然与涉及政权性质的基本制度（高层

次）以及涉及经济运行机制的经济体制（中层次）相

关，但更多地指向涉及市场交易中的行为规则或契

约关系的低层次制度。他们坚信，制度是经济增长

的关键因素，一种能够提供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

是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于是有产权、契约、交

易成本、路径依赖、制度创新等理论的产生与流行。

中国在改革开放近4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再一次验证了制度之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同理，近 40年中国旅游业总体上的快速发展，也可

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予以有效解读。但是，在旅游

企业层面上，又的确存在一些引人深思的特殊问题。

比如，为什么中国旅游业“宏观报喜、微观报忧”的

主持人：吴巧红 《旅游学刊》副主编
为什么旅游越来越热，越来越多的资本进入旅游业，但在旅游业打拼多年的酒店、主题公园、

景区、旅行社等传统旅游企业盈利的并不多？为什么乡村旅游开发火热但相关企业的成长力并

不显著？为什么中国旅游业“宏观报喜、微观报忧”的现象长期存在？面对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

国主要社会矛盾的新表述，作为幸福产业之一的旅游业又将承担哪些责任？管理学大师大前研一

曾说，“新世代是个会因为思考力差异而造成极大差距的时代”。毋庸置疑，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将

决定旅游企业的未来。上期笔谈陈荣先生组织业界的专家从全行业的角度对旅游企业存在的问

题、目前的困境和新时代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是旅游企业界一次认真的、重要的

集体反思，也给学界提供了一些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感谢他们的分享。本期笔谈特邀请了来自

学界和旅游管理部门的资深专家以及旅游新业态的代表，希望这些从不同背景、不同视角出发，

对旅游企业在新时代、新业态、大数据环境下如何应对和发展的解读与思考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

启示。

新时代需要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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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长期存在？为什么乡村旅游开发火热但相关

企业的成长力并不显著？瞻望未来，旅游供给侧改

革该如何扎根企业层面从而枝繁叶茂？配合“一带

一路”倡议中国旅游企业如何实现国际化梦想？顾

后瞻前，制度无疑是观察、理解、激励旅游企业活动

的最重要的钥匙或范式，需要予以足够的关注。

二、旅游企业发展的制度痛点

同“旅游产业”是一个粗略的概念一样，“旅游

企业”也是一种模糊的统称。在现实中，旅游企业

有实无名（如民航企业）和有名无实（如一些挂旅游

之名的房地产企业）的现象均有存在；在产权制度

上，有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之别；在规模上，小微企

业数量庞大，超大型企业极少，呈现原子型产业组

织特征。这些特点既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又是考虑

制度变迁的起点。

依据长期的观察与思考，笔者认为，当前，旅游

企业发展的确面临一系列的制度痛点，此择其重要

略作陈述。

第一，民间资本进入关键领域的壁垒依旧较

高。顾名思义，游与行是旅游的主体部分，吸引物开

发与旅游交通是旅游产业的关键领域。受历史条件

的束缚，包括基本土地制度的约束，这两个关键领

域长期以国有经济形式为主。近年来，地方政府纷纷

成立旅游目的地开发平台公司，垄断风景资源，客

观上进一步加大了民间资本进入景区行业的制度

壁垒。在旅游交通领域，由于政策规制密集，民间

资本进入成本较高，阻碍了海上旅游交通、汽车租

赁、自驾车营地、房车与房车营地等新业态的发展。

第二，龙头旅游企业现代治理结构有待改善。

经过多年的积淀，区域和全国尺度上的龙头旅游企

业已颇具资本规模。但从拉长产业链条和参与国

际市场竞争的目标而论，这些龙头企业的内部治理

结构存在明显的缺陷，不能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大战略需求。

第三，旅游产权交易平台建设显著滞后。按照

效率差异化理论和经营协同效应理论，一个产业在步

入成长期后应当鼓励企业兼并，从而提高产业集中度

和全要素生产率。但是，企业兼并需要制度保障，其

中最重要的就是产权交易平台建设。毋庸置疑，在这

方面旅游业是明显落后的。与此相关，近年来，在新

技术的推动下，线上旅游企业发展迅猛，实体企业

利润摊薄，线上线下旅游企业的融合发展势在必行，

但是因为缺乏旅游产权交易平台，交易成本过高，

导致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极为缓慢且充满风险。

第四，乡村旅游社区企业化发展缺乏引导。乡

村旅游是推动城乡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方

式。笔者对乡村旅游实践的长期观察，既为开发之

快、之广而惊喜，又生鸠占鹊巢、反客为主的担忧。

乡村旅游应当突出强调社区利益，推动乡村旅游社

区的企业化是应有之意，然而现实中不少地区却表

现为外部资本的主导。这里并非要否定“公司+农

户”的模式，只是想指出，发展乡村旅游，最稳健、最

合理的选择，当为政府支持下村民自主的“旅游专

业合作社”模式。不得不说，迄今为止，针对这个具

体问题的研究与行动依旧非常不够。

第五，旅游行业组织发育不足。行业组织是行

业成员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是行业成员与政府

之间的沟通者和协调者，同时，亦是行业成员共同

利益行为的组织者。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行业组织

日趋重要。我国的旅游行业组织虽然普遍存立，但

职能不甚清晰，发育严重不足，与政府的沟通基本

为单向沟通，对成员企业的激励与约束极其有限，

因而不能有效克服单个企业博弈带来的弱势化和

非理性的缺点，进而未能在优化市场结构、改善市

场行为、提高行业绩效等方面发挥急先锋的作用。

三、相关制度变迁的一般性建议

1. 把发展理念从产品-市场层次提升到组织-制

度层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

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

展的战略目标。”为此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

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

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就旅游部门而言，

应当在持续激发旅游消费市场的同时，高度重视旅

游企业的做大做强，把旅游企业发展思想从之前聚

焦于产品-市场的低层次提升到关注组织-制度的

高层次上来，遵循“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

的 SCP 范式，不断优化旅游产业组织，夯实旅游经

济的微观基础。大型旅游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旅

游企业，应当追随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继续深化现

代企业制度改革，推动纵向成长和多元化、国际化

发展，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做好排头兵。

2. 优先考虑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变迁。鉴于我

国的旅游业是在传统制度土壤上生长出的新产业，

旅游企业做大做强的桎梏往往来自具有强制性、约束

性的正式制度，因此，旅游制度的相应改革要优先思

考旧有法律法规、标准、组织安排和政策的不适应性

及其变更与替代。同理，从制度变迁的路径来说，

需要关注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但更需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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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大政方针，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

迁，以有效降低形形色色的、冗余的旅游交易成本。

3. 既要克服过度竞争，也要提前预防垄断。当

前，我国的旅游产业组织结构正处在一个奇妙的过渡

阶段。一方面，数量庞大的小微企业的存在，使得市

场呈现过度竞争特点，行业平均利润率较低，多数

企业无力顾及新产品开发、人力资源开发和市场开

发，服务质量不甚稳定；另一方面，少量大型旅游企

业凭借资源禀赋占有优势、资本市场优势和新技术

优势（如大数据优势），正在建构一定程度的垄断。

尽管理论界对于企业垄断有不同的容忍性解释，但

对于正处在大众化发展阶段的中国旅游来说，防止

出现垄断，兼顾效率与公平，显然是理性的，且符合

十九大报告“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

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

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的总体要求。

4. 为旅游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持。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

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不消

说，近年来我国的旅游实体经济的确面临两个方面

的严峻挑战：一是企业生产成本（包括人力成本）显

著上扬，另一是线上旅游企业逐步控制前端致使企

业利润不断分流。两厢挤压，景区、酒店、旅行社等

生产型企业日子普遍不好过。线上旅游企业的快

速成长是好事，也是大势所趋，线上线下的竞争亦

有进步意义，但是不能因此而伤了旅游实体企业的

筋骨。优化制度安排，加快促进线上线下旅游企业

的融合发展，无疑是明智的、紧迫的选择。因为只

有如此，才能显著增强我国的旅游经济质量优势。
（第一作者系该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作者系

该院研究生；收稿日期：2017-12-05）

游客与市民共享的生活场景才是商业创新的

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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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学术之余喜欢读些互联网风格的文章，

比如近期就有几篇很有趣的刷屏文字。

其一，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生徐腾同学在“不

正经历史研究所”公号上发表的《他奶奶的庙》。作

者去这个河北易县的奶奶庙被震撼了，也可以说被

“雷倒了”：不仅各大主题建筑直接叫前殿、中殿、正

殿，而且各种神像及其名称很是随意。正如工作人

员所说的那样，“缺什么神就随便给他造个什么

神”，于是便有了学神、官神、车神，还分轿车神、大

巴神。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跟人们印象中高大上

的文化不搭边甚至受到嘲笑的场所，居然高峰期每

天有 13万人来朝拜，每年产生的营业收入（主要是

香火钱）4000万元，远超所在地区的著名文化景点

——清西陵。就是这么一处民间自发建立也可以

说是野蛮生长的所谓文化旅游景点，经清华大学的

博士生传播而成为网红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精英和草根意见的壁垒甚是分明，由于那些真正朝

拜的老爷爷老奶奶、大爷大妈们是舆论狂欢的缺席

者，精英的批评和戏说的声音一时铺天盖地。

其二，在上海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欧风美雨

洗礼最深，居民文化素质号称最高的城市，在合唱

这个看上去很是庄严，很有仪式感，很有艺术范儿

的领域，却出现了“一本正经地说不正经事儿”的彩

虹合唱团。首先这是一个正规的合唱团，有指挥，

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合唱团员，有钢琴伴奏，这是一

个不同于传统正式的艺术团体，所有的人员都是志

愿者，每次排练和演出时这些平时的财务、金融、计

算机、物流、企业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士，都是自费

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自驾车、乘出租车和地铁，甚至

是从附近的南京、苏州等城市乘高铁而来。它还会

在返场时演绎听上去不那么正经的曲目，比如《薛

定谔的春节》《水库》等，均是以看上去符合传统规

范和经典范式的合唱形式，叙说春节期间年轻人视

角所感受到的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其中有温情，也

有无奈，以及针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调侃。

在这些网络热点中我们看到了时尚，听到了嘲

讽，更触摸到了生活方式多元化和微观视野的价值

观的变迁。要知道，对于千千万万的餐饮、住宿、景

区景点、娱乐和社会交往的市场主体而言，正是这

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城市青年、乡村大妈，而不

是那些看上去高大上的表演，构建了产品研发、市

场创新和主体培育、发育成长最为坚实的基础。事

实上，那些现在看上去很是典雅的《诗经》中的句

子，当初不也是各地民间传唱的歌谣，即“风”吗？

那些摆在博物馆奉为国宝的藏品，当初不也是用来

煮饭、饮酒、插花等功能性的器物吗？而陶朱公、范

蠡、松下幸之助、艾柯卡、马云他们的商业模式又有

哪一个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国民大众的日常

所需呢？正是因为柳传志先生创业初期卖电脑，而

不是造电脑；王正华先生是包飞机、租飞机；携程最

初投入重兵在机场用发卡片这种看上去比较“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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