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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

韩国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大力发展旅
游 业 ，如 今 已 成 为 亚 洲 旅 游 中 心 国 家 之
一。特别是近年来，韩国接待外国游客的
人数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去年赴韩外国
游客数首次超过 1000 万人次，韩国旅游收
入达到 142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在国内经
济持续低迷的态势下，旅游业已逐渐发展
成为带动韩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法规频出机构各司其职

为使旅游业能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
韩国政府从一开始就秉持有法可依、有章
可循的原则。1961 年 8 月颁布 《旅游业振
兴法》，1962 年 4 月制定 《国际旅游公司
法》，1966 年 7 月实施 《观光事业法施行细
则》， 1972 年 出 台 《旅 游 振 兴 开 发 基 本
法》，1975 年发布 《旅游区开发促进法》，

同时将 《旅游业振兴法》 修订为 《旅游业
法》， 并 明 确 为 国 家 基 本 法 。 1982 年 和
1987 年两次对 《旅游业法》 进行修改，增
加了 《旅游地开发促进法》 等内容。

可以看出，韩国政府在旅游发展最初阶
段就将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合理有序的开发
纳入法律保护的框架，加强法制管理，为旅
游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此后，韩国政
府又在 2003 年 12 月出台《旅游促进法》修
正案，规定韩国的旅游资源开发计划由 10
年规划期的“旅游业发展基本方案”和 5 年
规划期的地区旅游发展计划组成。而在促
进其他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中也突出强调
资源和环境的保护问题，在经济发展中有效
保护了自然生态环境。

在韩国，负责旅游行政管理的国家机关
是文化体育观光部，它是政府主导型战略的
主要决策主体。其主要职责是：通过确立旅

游政策的基本方向、扩大普通国民和社会弱
势群体的国内旅游机会、扩充和改善旅游地
和住宿等基础设施、招揽国内外游客及进行
宣传、实现旅游资源的商品化、开发和保护
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休闲式企
业城市及活跃岛屿旅游等，为提高国民福利
开展多样的业务旅游。

1962 年成立的韩国观光公社是政府出
资的公共事业机构，是政府旅游发展战略的
重要实施者，其宗旨是振兴韩国旅游业，开
发旅游资源，培养旅游人才。此外韩国还设
有旅游公司、旅游协会等机构组织。由于各
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又相互协作，从组
织和管理方面有效推动和促进了韩国旅游
业的快速、持续发展。

挖掘培育保护性发展市场

韩国自然旅游资源并不丰富，但韩国政
府能够将自己独特的文化与旅游资源相结
合，打造出极具吸引力的旅游产品，运用正
确的发展战略使韩国旅游业发展到了一个
很高的水平。

一、发挥“韩流”的带动效应。韩国政府
借助娱乐明星和影视作品，结合地方特色文
化培育形成“韩流”，并利用“韩流”吸引外国
游客，促进入境旅游业的发展，可以说是韩
国旅游发展中的独特之处。以前些年热播
的韩剧《大长今》为例，韩国将该剧主要拍摄
地——首尔以北的 MBC 文化院更名为“大
长今村”，游客在其中可以试穿宫廷韩服，品
尝宫廷美食，体验剧情场景，感受韩国文化，
从 2004 年 10 月开放到 2005 年底，游客人
数就突破 30 万。据韩国官方统计，在《大长
今》的示范效应下，2005 年前往韩国的游客

人数增长了 15%，当年“韩流”游客为韩国带
来的外汇收入超过 10亿美元。

二、挖掘和培育韩国固有文化旅游资
源。韩国通过把其具有比较优势、游客容
易感知的关键性因素，如地域饮食、服饰、
瓷器、歌剧和节庆等与旅游结合起来，在努
力挖掘体现地方特色项目的同时促进了旅
游品牌的塑造，使有限的旅游资源得到了
最大程度的利用，依靠文化特色获得持久
的观光客源。以韩国江原道为例，游客一
年四季都可以体验具有特色文化的旅游
项目，包括：春天的春川国际戏剧节，夏天
的春川国际漫画节、东海鱿鱼节，秋天的
襄阳松茸节、旌善阿里郎节、襄阳三文鱼
节 ，冬 天 的 大 关 岭 雪 花 节 、滑 雪 节 等 等 。
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旅游项目吸引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有力推动了旅游
业的发展。

三、积极开展旅游设施建设。韩国政
府在 2010 年制定的旅游和休闲产业发展方
案中提出，力争在 2014 年进入旅游业发达
国家行列。为此，韩国积极建设首尔圈、
东海岸圈、南海岸圈和济州岛圈四大旅游
景区，以及顺天湾、牛浦沼泽和非军事区

（DMZ） 等三大自然生态旅游区的旅游设施
建设。为了应对平均每年增长 8%以上的豪
华旅游需求，2020 年以前，韩国将在釜
山、仁川和济州等港口建设专供豪华游轮
停靠的专用码头，积极扶持豪华旅游产
业。为了搞活滩涂生态体验旅游，韩国还
将开发白翎岛和独岛之间的海上旅游路
线。同时，为了推动户外休闲产业的发
展，政府相关部门内部正在协商开设滑翔
伞和高空跳伞等旅游项目所需的空域问
题，并计划修建四五处滑翔伞起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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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仅 51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6900 万的泰

国，在东盟十国中也算不上“大块头”，但却是

亚洲乃至世界名列前茅的旅游大国，当东盟多数

成员国还在为达到年均 100 万人次游客的目标奋

斗时，泰国旅游业的相关数据却已是千万人次

级。泰国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泰

国入境游客共计 2230 万人次，同比增加 16.8%。

今年前 4 个月入境游客数量达 884 万人次，预计

全年外国游客可达到 254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6%；旅游外汇收入也将达到 1.14 万亿泰铢，

同比增长 15.9%，有望双创历史新高。

6900 万人口的国家每年接待相当于本国人

口总数约 37%的外国游客，成功经验自然很多，

值得关注的是如何保持独具魅力的泰国风情，以

及如何因地制宜、推陈出新地开发旅游市场。

泰国是东南亚最具特异风情的国家，凭借

旖旎的亚热带风光，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独

特多彩的民间艺术，交相辉映的自然和现代景

观，泰国旅游业蜚声海外，每年都有数千万仰

慕东方文化的各国游客慕名而至。需要特别指

出的是，泰国在保护文化旅游遗产方面始终坚

持政府引导，全民参与的指导方针。早在 2007

年，泰国政府就出台了 《可持续旅游国家议

程》，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提出国家将

对旅游产业进行统一综合的管理，教育民众保

护民族文化，为子孙后代留下丰富完整的旅游

资源遗产。其中具体的规章制度包括：编写全

国旅游景点的 《生态旅游景点名录》 并建立相

关数据库；通过各种税收和经济手段，控制环

境质量，减少污染；把位于旅游开发区内的私

有土地变成公有，以利于整体监督发展；公布

保护区内服务和娱乐区的生态旅游管理规划；

建立全国性的生态旅游开发信息中心和环境监

测网络。向国内外旅游者、学生和广大公众宣

传生态旅游正确行为的知识，并鼓励他们参与

旅游景点的环境保护活动等。

泰国人的微笑很迷人。泰国旅游资源的硬件

丰富，旅游业的软件也在传承中发展，不断完善

的旅游法规和不断提高的民族文化素质，让泰国

旅游业得以在良性循环中发展。其中最著名的，

就是泰国旅游业引以自豪的国际商标：“微笑的

国度”。无论你身处泰国何地，无论碰上大人小

孩，游客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千万双合十的手和千

万张微笑的脸。泰国人天性就喜欢笑，外国游客

给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添

砖加瓦，人家自然笑得更快乐、更迷人。

泰国旅游业之所以能够兴旺发展，其中重

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和民间多年来制定实施的旅

游发展策略。旅游业是泰国与国际接轨最敏

感、政策措施推陈出新最多、全球认同度最高

的行业。例如，泰国旅游业对拓展客源市场一

直有高度的敏感和快速的反应，以前是欧美、

日韩，现在是中国。正因为泰国对中国经济发

展所带来的旅游大军早就胸有成竹并未雨绸

缪，所以在 2012 年，中国游客以 276 万人次的

纪录首次成为泰国最大的游客来源国，人均日

消费水平为 4600 泰铢。预计 2013 年中国游客数

量将提高至 380 万至 400 万人次，同时给泰国带

来 1470 亿至 1550 亿泰铢的外汇收入。为了吸引

中国游客，泰国旅游部门陆续出台了各种新措

施以满足中国游客不同需求，其中包括：推出

5 条中国至泰国的陆路旅游新线路，推出“婚

礼团”、高尔夫球团、海洋旅游家庭团等特色旅

游项目。此外，针对中国喜欢自助游的游客，

泰国旅游局将与中国相关机构进行合作，争取

将 2013 年的自助游游客从 2012 年的 10 万人次提

升至 20 万人次。

泰国的启示

□ 李国章

编者按 旅游业的产业链涉及餐饮、酒店、零售、会展、娱乐以及交通运输业等领域，被
各国视作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如何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
者的合法权益，如何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以及保护性开发旅游资源，成为各国发展旅游业必
须面对的问题。

亚洲旅游业亚洲旅游业

发展新趋势发展新趋势

旅游业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整个产业链包括餐饮业、酒店业、零售
业、会展业、娱乐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多个
领域，从业人员约占当地劳动力总数的 7%，
对新加坡 GDP 的贡献率达到 10%。根据新
加坡旅游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 2002 年至
2012 年，新加坡的旅游收益取得了 10%的
年均复合增长率，游客人数增幅高达 6.6%。

政府严格执法

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发展旅游
业，把旅游业视为“无限资源”，早在1964年，
就成立了“旅游促进局”（现改为新加坡旅游
局），旨在推动和促进新加坡旅游业发展。新
加坡旅游局是负责指导和管理新加坡旅游业
的经济发展机构。该机构致力于推动和扶植
新加坡旅游业的发展，使其成为新加坡经济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除了一如既往地进
行旅游推广宣传之外，它还在推动旅游经济
发展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新加坡政府主要通过法律手段来对旅
游业实行宏观调控，并通过严格执法，使旅
游业得以健康发展。其主要的法律法规是
旅游促进局法，该法规定旅游业管理机构组

成和职能、各种协会的组成、旅游业的地位
及其范围，以及旅游业法律制度，如赔偿金
制度、旅行社申领执照制度以及导游管理制
度等。此外，还有旅行社法、旅游促进税法、
饭店法、导游管理和颁发执照规则、旅游投
诉制度等。

强化文化底蕴

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国家，各民
族之间的文化传统既相互融合，又各自独
立，这被新加坡政府视为发展旅游业的一项
宝贵而特别的财富。新加坡政府为此发起
了“文化遗产事业援助计划”，拨巨款协助民
间推动和保存当地各民族文化遗产事业。
在政府及全体国民的大力推动下，新加坡一
直十分重视和保护每一处种族文化遗产的
载体。目前新加坡本岛国土遗产保护大致
可以分为：代表印度文化特色的小印度区
域、代表马来文化特色的甘榜格南区域、代
表中华文化特色的牛车水区域以及代表殖
民文化的维多利亚街区域等。

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寸土寸金，本应
是高楼林立，街道纵横，但是新加坡却以其
美 轮 美 奂 的 园 林 绿 化 而 被 誉 为“ 花 园 城

市”。除了滨海湾一带城市建设比较密集
外，其他地方都穿插着难以计数的公园和绿
地。新加坡政府自 1963 年提出“绿化新加
坡”的构思之后，先后开展“花园城市”、“空
中绿化”、“锦簇社区”、“主题干道”等园林绿
化活动，国土绿化覆盖率 2007 年就达到了
46.5%。在仅有的 71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不仅保留了占地 32 公顷的植物园、占地 164
公顷的武吉知马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占地
87 公顷的双溪布洛湿地保护区。近年来又
开始在全岛建设总长度达到 200 多公里的
公园串联廊道。

有序开发资源

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对旅游产业的管
理和规划，通常都是通过政府部门和行业协
会两个渠道来进行。在管理上，前者主要是
进行宏观上的管理和规划，使得旅游资源能
够得到充分和科学的开发，以保证整体旅游
业布局的健康发展；后者则具体地对旅游业
进行行业规范，引导并促进各旅行社和旅游
组织不断地提高服务质量，进行有序竞争，
以保证旅游行业有效、有序的自我发展。在
规划上，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发

展，同时也十分看重对旅游业的规划和投
资。在对旅游业投资的同时，还注意以旅游
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
始，新加坡每年对旅游业的投入达到 2 亿美
元至 4 亿美元，而 2007 年则用 20 亿新元建
立了旅游业发展基金。

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中，新加坡旅游局制
定了 10 年发展目标，希望在 2015 年以前每
年能够吸引 1700 万人次的游客，使得旅游
业收益增加两倍，达到每年 300 亿新元，并
为旅游业创造 10 万个就业机会。新加坡政
府认为，发展迅速的亚洲经济体是推动新加
坡下一轮旅游业增长的重要动力，而作为新
加坡第二大游客来源地的中国，则有很大的
市场潜能。为了达到增长目标，新加坡旅游
局制定了四大策略：一是旅游局在市场宣传
上将以推动消费为主，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情
况，在宣传手法上也将有所不同，目标群体
更集中于普通大众，他们不一定最富有，但
是他们的旅游需求必须是新加坡所能满足
的；二是加强新加坡旅游景点、会议中心、餐
饮与休闲场所以及购物商场等旅游设施对
游客的吸引力；三是鼓励旅游业者改变营业
模式，采用科技提高生产力；四是新加坡旅
游局将与有意推动新加坡旅游业的国人和
团体合作，向海外市场宣传狮城，同时邀请
国人对旅游项目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见解。

新加坡：有序开发“无限资源”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陶 杰

新加坡：有序开发“无限资源”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陶 杰

泰国旅游局 6 月携手美国信用卡“万事达卡”共同

推出一系列旅游产品网上优惠活动，以迎接即将到来

的旅游旺季，同时促进泰国的电子商务业发展。图为

一名游客在泰国曼谷的著名景点“四面佛”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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