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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研究*

孟 秀 红

(苏州市职业大学 教育与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215104)

摘要:依据旅游竞争力理论,借鉴CR模型框架结合城市旅游特征,从城市旅游发展实力、城市旅游接待能力和城市旅游

可持续发展能力、城市旅游社会经济支持力和城市旅游生态环境支持力5个方面构建城市旅游竞争力概念模型和评价指

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苏州及周围的南京、杭州三地的城市旅游的具体指标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相比南京和杭

州,苏州城市旅游竞争力总体较弱,但具有竞争潜力。建议通过实施新的旅游策略,加强旅游接待设施建设,挖掘潜力,抓
住机遇,提高苏州城市旅游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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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旅游业的发展已经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由于长三角地区许多城市的旅游资源相似,尤其是苏州

周围的杭州、南京等地旅游业发达,区域竞争日益激烈。另外,苏州的其他行业的经济发展迅速,旅游城市的形

象和地位相对弱化,旅游竞争力的概念没有拓展。在日趋激烈的旅游竞争下如何提升苏州城市旅游竞争力是摆

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因此,本文依据旅游竞争力的理论,借鉴CR模型的框架,结合城市旅游特征,构建

城市旅游竞争力概念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评价苏州及周围的南京、杭州三地的城市旅游竞争

力,全面分析评价结果,并提出提高苏州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建议。

1相关理论

到目前为止,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理论研究最为成熟的是 GeoffreyI.crouch&J.R.BrentRitchie,主要通

过分析目的地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来研究其竞争力并进行提高与改善。并且,在运用波特竞争优势理论(又称波

特国际竞争优势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概念性模型。即“七因素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概念模

图1 城市旅游竞争力概念模型

型”。该模型包括了7个方面的因素:核心资源与吸引物、
辅助性资源与设施、目的地管理、目的地政策规划与发展、
限制性与放大性因素、微观竞争环境和宏观全球环境[1]。
每个因素又包含了细化的评价指标,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

度系统阐述了区域旅游竞争力的构成。该模型对目的地

竞争力的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一种被广泛使用

的模型,简称CR模型[2]。

2城市旅游竞争力概念模型和评价指标体
系的构建

本文在 CR 模型的框架下,结合其他学者研究成

果[3-7],在城市旅游特征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了一套概念模

型(图1)。

* 收稿日期:2013-08-06  修回日期:2013-10-11  网络出版时间:2014-11-19 21:49
资助项目:苏州市职业大学校级课题(No.SZDQ09W15)

作者简介:孟秀红,女,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E-mail:mengxh_74@163.com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0.1165.N.20141119.2149.028.html



本文所构建的城市旅游竞争力概念模型主要由城市旅游发展实力、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城市旅游接

待能力、城市旅游经济社会支持力和城市旅游生态环境支持力5个因素构成。其中,城市旅游发展实力、城市旅

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城市旅游接待能力是主要因素,也是直接决定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因素,而经济社会支持力

和生态环境支持力作为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外部因素间接决定城市旅游竞争力。在此基础上兼顾数据的可获得

性构建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表8),以对城市旅游竞争力进行定量分析。

3评价方法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以下简称 AHP)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大体分为3个步骤:

表1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值[8]

n 1 2 3 4 5 6 7 8 9

RI 0 0 0.580.901.121.241.321.411.45

首先,建立层次结构模型。为了客观评价城市旅游竞争力,考虑各项指标的重要性及其对旅游竞争力的影

响不同,先理清递阶层次结构,即评价指标体系中各层级的建立。从表8中可以看出本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由

目标层A、准则层B和方案层C构成三级体系。其中准则层中城市旅游发展实力、城市旅游接待能力、城市旅游

经济社会支持力和城市旅游生态环境支持力的4个B级指标可由其中的15个C级指标数据直接获得,而B2城

市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是由城市旅游资源的丰度C4、城市旅游资源的品味度C5、住宿和餐饮人员占第三产业从

业人员数比率C6、旅游项目投资额度C7、旅游项目建设个数C8来体现,其中城市旅游资源丰度C4用区域的A
级景区数量来表示,城市旅游资源的品味度用区域的5A级景点的数量加上4A级景点的数量占A级景点的比

率来表示。
其次,构造判断矩阵。邀请专家构造判断矩阵。对各位专家构造的各个判断矩阵,通过Excel软件用和积法

或方根法等求得特征向量W(向量W 的分量Wi即为层次单排序);计算最大特征根λmax;
第三,对判断矩阵作一致性检验。用一致性指标(CI)

及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来衡量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CI=λmax-n
n-1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如表1所示。

令CR=CI
RI
,则CR 为一致性比率。当CR<0.1时,可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否则需要调整判断

矩阵,使之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如表2-表7),最后方案层元素对于目标层的总排序权重为准则层各元素所得权

重与方案层对应各元素所得权重的乘积,形成指标权重集(表8)。

表2 准则层B对目标层A判断矩阵的

特征向量及一致性检验

开n次方 权重Wi AWi AWi/Wi

3.84 0.51 2.69 5.32

1.97 0.26 1.36 5.25

1.06 0.14 0.75 5.36

0.46 0.06 0.33 5.34

0.27 0.04 0.19 5.38

CI=
λmax-n
n-1

CR=
CI
RI

7.61 5.33 0.08 0.07

表3 方案层C1-5对准则层B1判断矩阵的

特征向量及一致性检验

开n次方 权重Wi AWi AWi/Wi

3.85 0.52 2.83 5.43

0.28 0.04 0.20 5.42

1.00 0.14 0.73 5.40

0.56 0.08 0.40 5.21

1.68 0.23 1.22 5.34

CI=
λmax-n
n-1

CR=
CI
RI

7.36 5.36 0.09 0.08

表4 方案层C6-10对准则层B2判断矩阵的

特征向量及一致性检验

开n次方 权重Wi AWi AWi/Wi

3.63 0.48 2.63 5.43

2.34 0.31 1.68 5.39

0.48 0.06 0.35 5.38

0.70 0.09 0.51 5.50

0.35 0.05 0.24 5.15

CI=
λmax-n
n-1

CR=
CI
RI

7.5 5.37 0.09 0.08

表5 方案层C11-14对准则层B3判断矩阵的

特征向量及一致性检验

开n次方 权重Wi AWi AWi/Wi

3.08 0.55 2.31 4.17

0.67 0.12 0.50 4.12

1.50 0.27 1.10 4.11

0.32 0.06 0.24 4.19

CI=
λmax-n
n-1

CR=
CI
RI

5.57 4.15 0.05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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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方案层C15-18对准则层B4判断矩阵的

特征向量及一致性检验

开n次方 权重Wi AWi AWi/Wi

2.45 0.51 2.08 4.06

1.07 0.22 0.92 4.10

0.50 0.10 0.42 4.06

0.76 0.16 0.65 4.10

CI=
λmax-n
n-1

CR=
CI
RI

4.78 4.08 0.03 0.04

表7 方案层C19-22对准则层B4判断矩阵的

特征向量及一致性检验

开n次方 权重Wi AWi AWi/Wi

0.56 0.10 0.41 4.09

1.61 0.29 1.19 4.16

0.36 0.06 0.26 4.11

3.08 0.55 2.29 4.18

CI=
λmax-n
n-1

CR=
CI
RI

5.61 4.13 0.04 0.05

表8 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最终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方案层 最终权重

城

市

旅

游

竞

争

力

A

城市旅游发展实力B1

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B2

城市旅游接待能力B3

城市旅游经济社会支持力B4

城市旅游生态环境支持力B5

旅游总收入C1 0.2638
入境旅游人数C2 0.0189
旅游外汇收入C3 0.0686
国内旅游人数C4 0.0385
国内旅游收入C5 0.1155

旅游资源丰度C6 0.1256
旅游资源品味度C7 0.0809
住宿和餐饮人员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率C8 0.0168
旅游项目投资额度C9 0.0242
旅游项目建设个数C10 0.0120

星级饭店数C11 0.0770
客房数C12 0.0167
旅行社数量C13 0.0374
住宿和餐饮从业人员C14 0.0081

地区人均GDPC15 0.0312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C16 0.0137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C17 0.0064
运营公共汽车数量C18 0.0097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C19 0.0035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C20 0.0101
生活污水处理率C21 0.0023
环境保护投资额C22 0.0194

4苏州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

4.1数据的收集和处理

本文的评价指标涉及旅游产业和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为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与数据的权威性,本文的

大部分数据是从各区域统计年鉴、年鉴、统计公报和政府旅游网站中直接获得,小部分指标通过简单计算得到。
评价指标原始数据为苏州、南京和杭州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3年数据的均值。在进行综合评价之前,根
据统计原理进行综合评价算法参数的标定。笔者先对各项指标经统计计算得到的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以消除

不同量纲或物理意义之间的差别[6]。
对于值越大说明竞争力越强的采用(1)式进行归一化处理

xij=
xij

max(xij)
,j∈[1,3],i∈[1,19] (1)

对于值越小说明竞争力越强的则采用(2)式进行归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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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j=
min(xij)

xij
,j∈[1,3],i∈[1,19] (2)

(2)式中,xij为j城市第i项指标的数据,xij为归一化后的指标数据,下标j代表城市,i代表各项评价指标。
经过归一化后的数据见表9。

表9 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无量纲化的数据

评价指标 南京 苏州 杭州

旅游总收入C1/亿元 0     0.594246736 0.760089926
入境旅游人数C2/万人次 0.483729081 0.840209443 1
旅游外汇收入C3/亿美元 0.598025775 0.643454894 1
国内旅游人数C4/万人次 1 0.407109272 0.405764288
国内旅游收入C5/亿元 1 0.53218459 0.700857889
旅游资源丰度C6/个 0.369565217 1 0.130434783
旅游资源品味度C7 0.6471 0.5217 1
住宿和餐饮人员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率C8 0.251919733 1 0.521733633
旅游项目投资额度C9/亿元 0.715873016 0.881544974 1
旅游项目建设个数C10/个 0.56043956 1 0.626373626
星级饭店数C11/家 0.768518519 0.407407407 1
客房数C12/间 0.497984787 1 0.91047911
旅行社数量C13/家 0.836228288 0.198511166 1
住宿和餐饮从业人员C14/人 0.29560698 1 0.611328036
地区人均GDPC15/元 0.573819983 1 0.603844245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C16/元 0.895438637 1 0.948532798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C17/万元 0.819801723 1 0.511129781
运营公共汽车数量C18/辆 0.9170 0.7269 1.0000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C19/m2 0.6321 1.0000 0.3465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C20/m2 0.8006 1.0000 0.7040
生活污水处理率C21 0.997361764 0.974376581 1
环境保护投资额C22/亿元 0.48905177 1 0.460344917

4.2苏州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结果

将表9中各指标无量纲化值乘以各指标相对应权重,得出指标体系中方案层面C指标评价值。然后将方案

层面C的评价值归类相加就可以得到准则层面B的评价值,然后将准则层面B的评价值相加得到最终的目标层

A———城市旅游竞争力得分(表10)。

表10 城市旅游竞争力得分

城市名称 B1 B2 B3 B4 B5 A 排名

苏州 0.3070 0.2179 0.0764 0.0583 0.0352 0.6947 3

南京 0.4684 0.1270 0.1011 0.0455 0.0221 0.7641 1

杭州 0.3924 0.1377 0.1345 0.0461 0.0195 0.7303 2

图2 城市旅游竞争力

由表10中3个城市的得分可以看出,得分最高的是南京,其次是

杭州,得分最低的是苏州;苏州、杭州和南京的城市旅游综合竞争力的

强弱也自然呈现出来了(图2)。

4.3苏州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分析评价

从上述数据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苏州城市旅游竞争力相对比较

弱,南京和杭州的城市旅游竞争力得分比苏州分别高出1.1倍和1.05
倍。其中苏州城市旅游发展实力、城市旅游接待能力的得分较低,但苏

州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城市旅游社会经济支持力和城市旅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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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支持力的得分较高,说明苏州城市旅游竞争力虽然总体弱,但有竞争潜力。
从表10中可以看出苏州城市旅游发展实力得分0.3070,苏州城市旅游接待能力得分0.0764,都低于南京

和杭州,说明苏州的城市旅游业相对不够发达。在苏州城市旅游发展实力中旅游总收入较低,其中国内旅游收

入也较低,而国内旅游人数并不是较低的;由此可以看出苏州的旅游资源虽然丰富,但大部分资源尤其是5A和

4A级景区都分布在郊县,苏州城市内的旅游资源品味度相对低,而且城市内的旅游资源主要是古典园林和寺观

等,种类相对较少,旅游吸引力相对弱。而到苏州城市旅游的国内和国际游客虽然人数不少,但逗留的时间不

多。影响了苏州城市旅游的总体收入。此外在城市旅游接待实力中,星级饭店数量和旅行社数量这两个指标的

得分都较低,说明苏州城市旅游的接待能力相对较弱,也影响了苏州城市旅游发展实力,最终导致苏州城市旅游

竞争力比南京和杭州都弱。
虽然苏州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得分较低,但苏州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社会支持力和生态环境支

持力的得分都比南京和杭州高。其中苏州旅游资源丰度、住宿和餐饮人员数量、旅游项目建设个数和地区人均

GDP、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环境保护投资额等指标得分较高。说明苏州城市的旅游资源丰

富,再加上苏州城市的经济发达,政府重视发展旅游业,城市生态环境好,所以苏州城市旅游的发展很有潜力。

5提高苏州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建议

5.1实施新的旅游策略,增强苏州城市旅游发展实力,提升苏州城市旅游知名度

苏州虽然城市旅游资源丰富,条件优越。但是城市旅游产品单一、旅游商品结构老化,新项目和新路线的开

发力度不够,没有加大对外界的宣传推广,造成旅游客源固定化。同时受周围旅游强市上海、杭州的阴影效应影

响,苏州的旅游发展受到阻碍。因此苏州城市旅游业必须赶快实施新的旅游策略,深度推广苏州的历史、文化、
美景、美食等城市旅游资源;积极开展国内外巡回推广宣传苏州城市旅游产品和拓展国际国内新兴客源市场。
扩大旅游规模,并进行区域间大跨度地合作,从而提高城市旅游知名度,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而且

还能留住这些游客,提高苏州城市旅游的总体收入,增强苏州城市旅游发展实力。
5.2加强旅游接待设施建设,提高苏州城市旅游接待能力

苏州的城市旅游接待能力不如杭州、南京。星级饭店数量和旅行社数量都低于南京和杭州。尤其在节假日

和黄金周,苏州全市旅游订房明显紧张。再加上旅行社数量少,影响旅游服务质量。而旅行社是旅游业的龙头,
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旅行社做大做强;另一方面要做好旅行社的监管,提高旅行社的服务质量;另
外,苏州的公共交通汽车数量也是3个城市中最低的,影响苏州城市旅游的发展。所以要加大力度建设苏州的

公交系统,包括公共汽车、公共自行车、出租车、轨道交通等系统,要提高郊县地区的通达性,同时也可以根据旅

游产品开发旅游专线,还要做好交通标示等细节设施,提高苏州城市旅游的接待能力。
5.3挖掘潜力,抓住机遇,提升苏州城市旅游的竞争力

苏州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不仅旅游资源丰富,而且历史沉淀浓厚,再加上经济发达,历来重视旅游业的

发展,所以苏州城市旅游的发展潜力很大。近年,苏州市旅游业秉承“城市即旅游、旅游即城市”的发展理念,促
进旅游业转型升级。目前已经明确围绕建设“三区三城”即科学发展的样板区、开放创新的先行区和城乡一体化

的示范区,以及高端产业城市、最佳宜居城市和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的文化旅游城市为总目标,以建设国家

智慧旅游试点城市、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区为重点,加快国家文化旅游区和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建设步伐[8]。
苏州可以抓住这个机遇,通过深入挖掘苏州城市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古典园林和古街古巷的文化内涵,
充分展示苏州城市旅游的文化魅力。把苏州建成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和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的文化旅

游城市,以提升苏州城市旅游的竞争力。

6结论与思考

本研究构建了城市旅游竞争力概念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同时运用层次分析法得到了评价准则层和评价方

案层的指标权重,并利用数学工具对数学模型的一致性进行了检验,验证了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不仅提供

了一种对城市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定量评价的一种方法,而且通过用具体指标评价了长三角地区旅游业发达的苏

州、杭州和南京的城市旅游竞争力的水平,通过评价和比较得出苏州城市旅游竞争优势和不足,并针对不足提出

了针对性建议。但是由于各城市所处地区和旅游发展程度不同,而且不同时期城市的范围也在发生变化,所以

评价指标体系尚存在不足,数学方法和工具的选择等方面应作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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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CompetitivenessofSuzhouCityTourism

MENGXiuhong
(SuzhouVocationalUniversity,SuzhouJiangsu215104,China)

Abstract:Basedonthetheoryoftourismcompetitiveness,fromthecitytourismdevelopmentpower,citytourismreceptioncapabili-
tyandcitytourismsustainabledevelopmentcapability,citytourismsocio-economicandenvironmentsupportivecapabilityfiveas-
pectstoconstructconceptualmodelofcitytourismcompetitivenessandevaluationindexsystembyusingGeoffreyI.Crouch&J.
R.BrentRitchie’smodelandthefeatureofcitytourism.AHP(AnalyticHierarchyProcess)methodisappliedintheevaluation
tourismcompetitivenessofSuzhouandHangzhou,Nanjing.TheresultsshowthatcomparedtoNanjingandHangzhou,Suzhoucity
tourismcompetitivenessoverallweaker,buthasgreatpotentialcompetition.Finally,itputforwardsomesuggestionstoenhance
thecitytourismcompetitivenessofSuzhouthroughtheimplementationofthenewtourismstrategy,tostrengthenthetourismre-
ceptionfacilities,tapthepotential,andseizetheopportunity.
Keywords:citytourism;tourismcompetitiveness;CRmodel;AHP;S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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