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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庆旅游的研究文献分析
!

胡 志 毅

（重庆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重庆 *###*C）

摘! 要：期刊数据库已成为学术文献检索的主要途径之一。以 38DE 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源，运用 @F(’1 和 ?G?? 等软

件工具，从论文数量及水平、作者来源、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 * 个方面，对 %HHH—"##* 年针对重庆范围内旅游发展

各方面的旅游研究文献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并对发现的问题和趋势进行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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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世界范围内期刊文献量已占文献总量的

C$W，期刊所提供的信息量占信息总量 C#W 以上，

已成为文献信息源的主体［%］。近年来，国内文献数

据库 的 建 设 取 得 了 长 足 发 展，其 中，中 国 期 刊 网

（38DE）全文数据库已逐步成为中国学术文献检索

的主要途径之一。

为全面把握有关重庆旅游研究的总体水平、研究

进展和发展态势，本文尝试利用 38DE 全文数据库为

数据源，运用 @F(’1 和 ?G?? 等软件工具，从论文数量

及水平、作者来源、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四个方面，

对 %HHH—"##* 年针对重庆范围内旅游发展各方面的

旅游研究文献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 论文数量与水平

以“旅游”和“重庆”为主检索词，并对检索所得

论文内容进行甄别，筛除实质上与重庆旅游研究无

关的论文，最后得到 %HHH—"##* 年共发表的文献

%H% 篇（见图 %）。

图 %! 不同年份发表的论文数量

从总体数量而言，有关重庆旅游研究的论文数

量明显不足。L 年期间年均 J# 篇左右的论文数量

与重庆旅游的快速发展局面是不相吻合的，与相同

数据库以及相同检索方法得到的江苏、广东等省每

年近 %## 篇左右的数量相比，存在较为显著的差距。

! ! 从年度变化趋势而言，考虑到"##*年数据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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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可能由于数据库登入新数据的滞后性），文

献总数呈上升趋势，保持了每年约 !" 篇左右的增长

速度，尤其近两年论文数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 年保持了 #%& 以上的年均增长率。然

而，随着论文数量的增长，论文整体质量却没有相应

的提高。总体而言，核心期刊论文数所占当年论文

总数的比例变化不大，除 #""# 年外，基本停留在

#"& 的水平。

以上数据显示，重庆旅游研究尚不足以形成重

庆旅游发展的理论支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结

合近年来重庆旅游教育（ 尤其是旅游高等教育）的

蓬勃发展势头，以及旅游高校师资和科研队伍的不

断壮大，有理由看好重庆旅游研究的潜力。

#’ 作者来源

#( !’ 按地域划分

将上述 !)! 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按所在地域划

分，重庆本地作者占 *#( +& ，邻近省区占 )( %& ，其

它区域占 +( )& 。以上数据表明，本地的旅游研究

者是重庆旅游研究的主力军，这一结果合乎常理，但

所占比例偏高，从侧面表明重庆旅游还没有引起更

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重

庆旅游研究论文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同时，!)))—

#""% 年度变化趋势反映出，近年来外地学者关注重

庆的程度有所上升，但总体比例依然偏低。

邻近省区作者发表的 !* 篇论文中，四川作者发

表 , 篇，湖北作者 % 篇，共占 ,"& ，表明四川和湖北

学者相对其它邻近省区而言，更为关注重庆的旅游。

究其原因，相比贵州、湖南等省而言，以上二省旅游

发展与重庆存在着密切的利益关系。湖北学者多是

以三峡为着眼点，四川学者则是从农家乐、区域旅游

协作等角度对重庆旅游相关问题提出了他们的观

点。

图 #’ 作者来源区域构成

当前，中国旅游的地域竞合关系进入区域协同

和跨区竞争的新时代，对重庆旅游而言，从客观上需

要更多的、更广泛的旅游学者，从更广泛的学科视角

关注重庆旅游的发展。

#( #’ 按隶属机构划分

按照作者隶属机构划分（ 表 !），旅游院校是重

庆旅游研究的中坚力量，发表论文的数量比例高达

*+( %&（!-+ 篇），其中重庆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

学、重庆工商大学和重庆工学院四所高校发表的论

文数量共 *+ 篇，占 %,( ,& ，成为重庆旅游研究的主

导力量。

表 !’ 按作者单位划分的论文数量 篇

机构
年份 . 年

!))) #""" #""! #""# #""$ #""%
总计

学校 ) #, #$ $+ %% #) !-+

科研单位 ! ! " ! ! ! ,

政府 $ # ! $ # " !!

其他 " " # ! , " *

近年来，官、产、学、民、媒的良性互动已被认为

是推动区域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政府官员发

表科研文章的数量可从一定程度反映出行业管理部

门与旅游学界的互动情况。- 年期间，政府官员发

表论文 !! 篇，占总数的 ,( *& ，比例较低。其主要

原因有二：（!）管理部分人员整体素质偏低，“ 重实

践、轻理论”的现象依然突出；（#）科研人员实践经

验不足，已影响到科研成果的实践性以及与政府部

门的良性互动，无法有效指导和支撑政府决策。

令人担忧的是，- 年间旅游企业管理人员仅发

表论文 $ 篇。原因可能有：（!）长期以来旅游研究

脱离了行业实践，理论研究的指导作用不明显，使企

业管理人员对其实践意义信心不足；（#）从行业现

状看，旅游行业经营的规范性正处于逐步提高的过

程中，科学理论的适用性受到制约，导致旅游企业的

参与积极性受到影响。与学术研究的长期脱节，将

无益于重庆饭店、旅行社和游船公司等旅游企业的

长期健康持续发展。

$’ 研究方法

旅游论文的研究方法分为描述性、概念性、构造

模型和数理统计 % 类［#］。因本文是关于重庆的研究

文献分析，没有纯粹的描述性理论分析和论证。具

体分类统计结果见表 #（ 不排除某些论文兼用数种

方法，但以主要方法为分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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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论文研究方法分类

研究方法 基" 本" 特" 征 论文 # 篇

描述性 对某些现象进行描述，不对假设作检验性研究，不作实践性研究。 ———

概念性 论点与逻辑思考与前人的工作有明显的联系，注重理性的探讨。 $%!

构造模型 运用模型研究，数学模型如方程式；非数学模型如空间模型等。 $&

数理统计 运用统计方法，包括一般描述性方法和较复杂统计方法。 $!

以上结果显示，关于重庆旅游研究采用的研究

方法以概念性方法为主，所占比重为 ’() ’*，而构

造模型和数理统计方法仅占 $+) !*，比例较低。相

比之下，陆林研究表明：主要刊载旅游地理的四种期

刊（地理学报、地理科学、地理研究和自然资源学

报）运用构造模型和数理统计方法的比重为 ,%)
$*，% 年后比重上升到 +,) &*［,］。尽管这些分析数

据并不具有完全的可比性，但仍可提示，研究方法的

科学性不足是当前重庆旅游研究水平偏低的重要原

因之一。换言之，要提高重庆旅游研究的整体水平

和论文档次，必须更多的运用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

的研究方法。

(" 研究内容

() $" 区域旅游发展战略

按研究内容划分（图 ,），有关重庆、次级区域以

及特色旅游的发展战略研究是近年重庆旅游研究的

重心，共计 -% 篇论文，占总数的 +.) ,*。

图 ," 研究内容数量构成

首先，关于重庆市旅游发展的整体战略，唐德祥

等论述了重庆大旅游应着重从“框群”、“衍生”、“特

色”进行开发［(］；王容等根据重庆旅游资源“一区两

线”的分布格局，提出了区域组团发展的空 间 模

式［+］；关于如何利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加快发

展重庆旅游业，也有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三峡是

重庆旅游的核心区域之一，张立明提出了“ 一条热

线、二个中心、三个精品、四个片区”的库区旅游产

业布局思路［&］；张述林等专门论述了三峡成库对重

庆沿江旅游的影响和对策［’］。

关于各区市县的旅游发展战略，毛勇、赵毅等分

别分析 了 江 津、潼 南 等 地 旅 游 业 发 展 的 战 略 方

向［-，$.］；相关专家探讨了关于重庆市生态旅游、都市

旅游、会 展 旅 游、乡 村 旅 游 和 体 育 旅 游 的 发 展 策

略［$$，$!］。

从广度而言，近年重庆旅游发展的战略研究比

较全面，既有重庆整体角度的思考，结合小区域实际

情况的实证分析，也有能结合当前旅游发展热点进

行阐述。但从深度而言，多为概念性研究，相当部分

缺乏数据支撑或数学模型论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到文章的理论深度和实践意义。

() !" 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

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是近年来重庆旅游研究的

另一个重要方面，共 ,! 篇文章，占总数的 $%) ’*。

王裕文、李孝坤等分别归纳了重庆气候、文物、民族、

龙文化和地质地貌等旅游资源的特征，并提出了相

应的开发措施［$,，$(］。此外，陈绍友运用 /01234 法

和 532 层次分析法，对万盛区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进

行了定量评价［$+］，杨刚运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了重庆

旅游资源的整体区划［$%］。规划实践中，充分重视与

地域文化结合，与自然景观协调，例如，黄天其等在

南滨路景观规划中，充分尊重了重庆巴文化、水文化

以及三都历史的背景［$&］。

() ," 旅游产业和市场研究

区域旅游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主要旅游产业

的健康持续增长。秦远好等根据重庆饭店业规模不

断扩大、效益持续下降的状况，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

面分别提出了建议［$’］；陈静提出了重庆商务饭店的

产品营销思路［$-］；关于重庆旅行社的研究并不多

见；江晓云等探讨了占总数 -.* 的重庆中小旅行社

的淡季营销策略［!.］；王任祥等根据三峡的游轮旅游

形势，提出了（游）船（旅行）社结合的新型模式［!$］。

陈国生等针对重庆国际旅游市场的数量型增

长、停留时间短、综合效益低等特征，相应提出 & 条

发展策略［!!］；毛勇针对三峡重庆库区国际旅游市场

波浪式、数量型的发展态势提出了拓展措施［!,］；田

喜洲分析了重庆假日旅游市场现状特征和发展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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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重庆旅游市场的大部分研

究，均运用二手数据，缺乏一手数据的支撑。

!" !# 旅游形象设计

当前关于重庆旅游形象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重

庆都市旅游形象的塑造。吴怀莲强调，重庆必须实

现旅游形象的转型升级；王毅认为重庆旅游应以

“壮美”为基调，并提出了“ 耿直巴渝风；豪气山水

城”的主题口号［$%］；李飞等以问卷调查为基础，在对

重庆地方性、旅游者感知和主要城市竞争替代性进

行分析后，提出重庆都市旅游的形象口号为“ 神奇

西部，热力重庆，风光三峡”［$&］。对于个别旅游地的

形象研究并不多，例如，谢怀建等针对丰都名山旅游

港形象设计，提出名山旅游港建设中应突出“ 鬼文

化”特征［$’］。

%# 结语

总体而言，近年来关于重庆的旅游研究取得了

相当的进展。论文数量不断增加，社会关注程度不

断提高，研究范围不断拓展，对重庆旅游发展起到了

不小的作用；同时，仍然存在研究成果数量不够、水

平不高、方法性不强以及深度欠缺等问题，需要进一

步提高和改进，以期成为重庆旅游发展更有力的理

论支撑和思想源泉。

致谢：本文的文献检索和整理工作得到了重庆

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 级旅游管理本科喻洁、侯楠

同学的协助，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罗传玲" 知识经济与期刊信息开发［ +］" 吉首大学学报

（社科版），*,,,（!）：$&-$,"
［$］./00 1" 2345676869: ;< =6>?;@A B3@3C?D5［+］" /<<C8@ 6E

=6>?;@A B3@3C?D5，*,FF，*%（*）：*-$F"
［)］汪德根，陆林" 近 $( 年中国旅游地理学文献分析［ +］"

旅游学刊，$(()，*F（*）：&F-’%"
［!］唐德祥，章国兴，梁刚" 论重庆大旅游的多元构建与开

发［+］" 重庆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王容，王凌永" 重庆市旅游区域组团发展模式研究［ +］"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何太蓉" 试论西部大开发战略和重庆旅游业发展机遇

［+］" 重庆师范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增

刊）：!’-!,"
［’］张立明" 长江三峡库区旅游产业战略布局探讨［+］" 经济

地理，$(((，$(（%）：**’-*$*"
［F］张述林，郑治伟，邹再进" 三峡成库后重庆沿江旅游发

展对策研究［ +］" 重庆师范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
［,］毛勇" 重庆江津旅游业发展的优势与对策［ +］" 重庆商

学院学报，$((*（&）：F*-F)"
［*(］赵毅，陈国生" 欠发达区县旅游发展研究———以潼南为

例［+］" 重庆师专学报，$(((，*,（*）：**-*&"
［**］张述林，邹再进，郑治伟" 试论重庆市发展生态旅游的

必要性［+］" 重庆师范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
［*$］李晴" 重庆市生态旅游开发与可持续发展［ +］" 经济地

理，$((*，$*（&）：’&$-’&%"
［*)］王裕文" 重庆市旅游气候资源开发利用［ +］" 四川气

象，*,,,，*,（$）：)!-)’"
［*!］李孝坤" 铜梁龙文化资源及其开发对策［+］" 资源开发

与市场，$(()，*,（!）：$%’-$%F"
［*%］陈绍友" 重庆万盛区旅游资源开发评价［+］" 重庆师范

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F（$）：%)-%&"
［*&］G/01 1C<9" =53 H>C<4;4C4;I3 JIC8>C4;6< 6E =6>?;@A B3-

@6>?D3@ C<7 B39;6< .;I;@;6< ;< K56<L;<9［ +］" +6>?<C8 6E
M6>45N3@4 06?AC8 O<;I3?@;4:（ 0C4>?C8 MD;3<D3@ J7;4;6<），

$(((，$%（$）：%&*-%&F"
［*’］黄天其，刘中金，徐四春" 城市滨江景观设计中的人文

内涵表达［+］" 重庆建筑，$((!（,）：*F-$("
［*F］秦远好，刘德秀" 重庆市旅游饭店业的现状和对策研究

［+］"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陈静" 重庆商务饭店产品营销浅析［ +］" 重庆教育学院

学报，$(()，*&（&）：’,-F$"
［$(］江哓云，汪丽娟" 重庆中小旅行社淡季旅游市场的营销

策略研究［+］" 社会科学家，$(()（!）：,F-*(*"
［$*］王任祥，匡子君" 三峡旅游船社结合新型业态模式研究

［+］" 水运管理，$(($（**）：$)-$%"
［$$］陈国生，罗文" 重庆国际旅游业的现状和发展对策研究

［+］"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F-
%$"

［$)］毛勇" 三峡重庆库区国际旅游市场发展现状及其拓展

［+］" 商业研究，$(()（*$）：*))-*)%"
［$!］田喜洲" 重庆市假日旅游市场分析与开发对策［ +］" 重

庆商学院学报，$(($，*,（)）：&*-&)"
［$%］王毅" 重庆旅游形象与主题口号［ +］" 涪陵师范学院学

报，$(($，*F（!）：’!-’’"
［$&］李飞，谢祥项" 重庆都市旅游形象定位研究［ +］" 重庆

大学学报（社科版），$((!，*(（*）：*%-$("
［$’］谢怀建，彭安玺，程昌华" 丰都名山港旅游形象设计思

考［+］" 城市开发，$((*（’）：)!-)&"

（责任编辑# 欧红叶）

!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 # # # # # # # # # # # # 第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