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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潜在内

需和持久增长动力，亦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新引

擎。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成为

支撑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国际发展

经验表明，城镇化发展将为旅游业发展带来“黄金机

遇”，而旅游业发展又能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产业支撑和

居民就业，推进城镇化发展。2013 年，中国城镇化率达

到53． 7%，正处于“诺瑟姆曲线”中 30% ～70%之间的

快速发展区间。据国家开发银行测算，未来三年中国

城镇化投融资需求高达 25 万亿元。同时，中国正向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大踏步前进，旅游已走进普通家庭，旅

游业步入黄金发展阶段，未来五年，中国旅游市场规模

将超过 2． 5 万亿美元［1］。所以，应及时把握城镇化与

旅游业同时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的重大战略机遇，促进

城镇化与旅游业的协调互动发展。

一、城镇化与旅游业发展之间

的相互依存关系分析

城镇化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非农产业向城镇转

移，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城镇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

断扩大的动态过程。城镇化与产业发展之间关系密

切，是产业发展的产物，而城镇的发展也为产业进一步

发展提供条件。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工业化是城镇

化的发动机，而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赋予了城市新的

活力，使城镇化进入更高的层次。可以说，在工业推动

的基础上，第三产业的发展构成了城镇化向纵深跃进

的后续动力［2］( P70)。旅游业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

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产物，由此奠定了城镇化与旅游业

之间十分密切地联系。
( 一) 城镇化是消费升级和投资扩大的最大潜力，

为旅游业发展带来黄金机遇

1． 城镇化进程中居民消费数量扩大和消费升级，

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从根本上讲，旅游消

费是一种非必须生活消费，它是在人们基本的生理需

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以后才能有的较高级的消费

形式。同时，由于没有消费数量限制，旅游消费量将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张。
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人们基本的生理需求

已经基本满足，在居民消费构成中的占比逐步下降，而

消费结构中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比重逐步提高，在住、
行条件的改善及工作之余休闲旅游等方面的支出也在

大幅增加。近十年来，中国公民国内旅游的势头一直

保持着两位数的快速年增长速度。中国已形成世界最

98



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并保持稳定快速增长态势，市场需

求持续旺盛。2013 年，国内游客 32． 6 亿人次，比上年

度增长 10． 3% ; 国内旅游收入 26276 亿元，增长 15．
7%［3］。但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旅游市场存在着明显的

二元结构，农村居民的人均旅游消费与城镇居民的人

均旅游消费一直存在着极大差距。2012 年，城镇居民

人均国内旅游消费达到 915 元，农村居民人均国内旅

游消费仅为 491 元，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几乎是农

村居民的两倍［4］。2013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3． 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则只有 36%左右［5］。如果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 以下简称

《规划》) 提出的目标“到 2020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能
够顺利实现，未来还将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由

农民变为市民，这一变迁过程中所带来的居民消费数

量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将会给中国旅游业带来巨大的

发展空间。
2．“文化传承，彰显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式

能够有效增强城镇旅游业的发展基础和发展动力。城

镇化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实际上只有一次机

会。因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结束，城镇和重大基础设

施布局一旦确定后，就很难再改变［6］。过去，中国城镇

建设过程中“盲目旧城改造”、“盲目追求现代化”等问

题较为突出，其结果是大量能够体现地域特色的自然

及人文景观被破坏，统一被改造为钢筋水泥建筑，“千

城一面”。一些城市贪大求洋、照搬照抄，脱离实际建

设国际大都市，“建设性”破坏不断蔓延，城市的自然和

文化个性被破坏。一些农村地区大拆大建，照搬城市

小区模式建设新农村，简单用城市元素与风格取代传

统民居和田园风光，导致乡土特色和民俗文化流失。
从发展旅游业的角度来讲，缺少地域特色的城市往往

对游客的吸引力十分有限，即使本地存在比较有特色

的旅游景点，游客也往往局限于有限的景点，在这样城

市的滞留时间很有限。《规划》指出，中国推进新型城

镇化进程中要遵循“文化传承，彰显特色”，强调发展有

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
城镇本身就可以作为“大景区”被打造成为引人入胜的

旅游“景点”，吸引游客游览景点的同时更多的关注城

市本身。在这一方面，“长三角”地区有很多成功的例

子，如浙江湖州南浔、桐乡乌镇等等。
( 二) 旅游业发展为城镇化提供重要产业支撑，产

城融合是健康城镇化前提

1． 旅游业发展能带动众多相关产业发展，特别是

服务业的大发展，增强城镇化的产业基础，带动城镇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产城融合发展。城镇化 = 产业

集聚 + 人口集中 + 城市繁荣，可见产业发展是城镇化

的基本前提。而要防止有城市无产业支撑的过度城镇

化现象，避免城镇化“拉美化陷阱”而使新市民变游民、
新城变“空城”，就要坚持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

业布局紧密衔接，实现产城融合发展［7］。推动旅游业

发展符合城镇化的产业发展定位和要求。首先，旅游

业作为集“游、行、住、吃、购、娱”于一体的综合性活动，

涉及交通运输业、餐饮服务业、商业、房地产业、保险业

等诸多产业，具有综合性强、产业关联度大、产业链长

的特点，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势必带动多个相关产业的

发展，起到“一业带百业”作用［8］，能够为城镇化发展提

供坚实的产业支撑。联合国统计署测算表明，旅游业

的发展可以带动 110 个行业的发展，是典型的“龙头”
产业。据统计，旅游业对住宿业的贡献率超过 90%，对

民航和客运的贡献率超过 80%，对文化娱乐产业的贡

献率达 50%，对餐饮业和商品零售业的贡献率超过

40%［9］。其次，旅游业作为服务业的先导产业，它的产

业带动效应更多体现在对服务业的带动上，这有利于

优化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模式下的以第二产业为主的

城镇产业结构，带动中国整体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再者，通过旅游业发展带动城镇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和

生活性服务业的繁荣发展，将城镇产业发展和居民生

活紧密结合，有利于统筹城镇产业功能和居住功能，推

动产城融合发展。
2． 旅游业发展能够为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创造大量

就业岗位，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稳定就业，进而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型城镇化的最大特点是强调人的

城镇化，其核心和重点在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

化。市民化 =稳定就业 +基本公共服务 +安居及生活

方式城镇化。其中，稳定的就业是市民化的基础和前

提。有稳定的就业才能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支付其在城

镇长期居住的生活成本。在目前的劳动制度下，包括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公共服务直接与就业挂钩，

有稳定的就业才能获得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稳定的就

业还可以增强农业转移人口对职业和所处城镇的认同

感及归属感，促使其在城镇逐渐扩展自己的人际交际

圈，实现生活和心理完全城镇化。但稳定就业也是市

民化的难点所在，现在城市里有 2 亿多农民工，其中

80%就业不稳定，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

每年还需要安排 2500 万人的就业岗位［10］。因此，如何

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是稳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

关键所在。
发展旅游业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稳定就业，推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首先，旅游

业发展能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旅游业属于劳动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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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产业，本身具有很强的就业弹性，能创造大量的直接

就业岗位。旅游业的发展通过带动其他相关服务业的

快速发展，进而创造大量的间接就业岗位。据统计，旅

游业每增加 1 个直接就业人员，就能带动产生 5 个就

业岗位。当前，世界旅游业提供了 1． 2 亿个直接就业

岗位和 1． 25 亿个间接就业岗位，平均每 11 个就业岗位

中就有 1 个属于旅游业，到 2022 年每 10 个就业岗位中

就会有 1 个属于旅游业［11］。其次，旅游业还具有岗位

种类多、门槛较低的特征，能够较好的适应农业转移人

口的就业需求和职业发展路径特征。旅游产业涉及的

领域比较广泛，对人才的需求也更为多样化，不仅需要

一些高层次、高素质的管理、规划人才，同时需要大量

从事基层工作的普通岗位，如保安、餐馆服务员、超市

售货员等岗位。农业转移人口能够先从一些基础工作

岗位做起，实现快速稳定就业，大量中高端职业岗位的

存在又为其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机会。再者，旅

游业中某些创业项目资金需求较低、风险较小，如旅游

景点周边的小卖铺、小餐馆、旅游纪念品小商店等，适

合农业转移人口直接创业，以创业带动更多就业。

二、推进中国城镇化与旅游业

互动发展的战略思考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对中国新型

城镇化发展作了全面、系统谋划，提出了要加快城镇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

水平、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质量发展任务，并提

出到 2020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的数量发展

目标。同时，中国急需加快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带动中国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面对城

镇化与旅游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应找准二者发

展的契合点，精准发力，推进二者之间协调互动发展，

进而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和旅游业的繁荣发

展。
( 一) 以规划为龙头，科学制定城镇旅游业发展规

划，加强城镇资源与环境保护，促进旅游业与城镇化绿

色低碳发展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城镇建设，要实事

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

路。旅游业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需要科学规划城镇的

旅游业发展模式，促进旅游元素与城镇的有机融合，实

现旅游业快速发展与城镇化绿色低碳发展协调推进。
一是要坚持差异化、特色化旅游业发展思路，避免“千

城一面”现象。不同地区要充分挖掘本地的特色旅游

资源，构建具有本地特征的旅游产业，增强地区旅游业

的独特魅力。二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以及农村地

区要结合自身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相适应

的旅游产业体系。大中型城市本身是客源地，也是很

多游客的目的地，可构建多层次的旅游市场体系，提供

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吸引具有不同旅游需求的游客。
小型地级市、县城和建制镇，旅游业发展基础弱于大中

城市，发展空间相对较窄，但易于形成鲜明的主题性特

征，可以走特色化的旅游城镇化之路，做到“一市一

品”、“一镇一色”。三是城镇化与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要

避免盲目的追求现代化，在融入现代元素的同时，更要

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中央

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

光推进城镇化发展，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以旅游业推动城镇化发

展，须充分挖掘和依托城市历史文化，大力发展文化旅

游，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如无锡市政府与企业合作

打造大型休闲旅游消费文化体验综合项目的经验，值

得各地学习和借鉴。该项目以“文化”为精神内核，加

大对南长运河古城保护、修复和整体升级改造力度，整

合区域内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通过“以商成文、以文

兴旅、以旅旺商”，积极推动“文商旅”产业联动发展，不

仅推动了无锡城镇化发展，同时也很好的保护和弘扬

了区域传统优秀文化，延续了城市历史文脉。
( 二) 加快旅游业与其他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开发

旅游新业态，延长旅游产业链条，使旅游业成为城镇化

的坚实产业支撑

融合化发展是当前世界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

势，被称为新经济条件下促进就业与增长的一个强有

力的发动机。旅游业的产业融合发展在当前更具现实

意义，无论是发达地区的产业转型，还是欠发达地区的

产业突破，都需要发挥旅游业的关联带动作用和融合

功能［12］。旅游业的无边界特性使其可以和众多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衍生出新型旅游产品和旅游形态。例如，

旅游业与农业融合可形成农业旅游，与会议、会展业融

合可形成商务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可形成文化旅游

等。旅游业与其他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可以充分利用不

同地区的特色资源，为旅游业发展服务，不仅可以延长

旅游产业链条，扩展旅游业发展空间，增强旅游产业的

市场竞争力，而且可以催生出庞大的旅游休闲产业集

群，增强地区城镇化发展的产业基础，并有利于保护城

镇特色。特别是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有利

于保护城镇的人文、历史景观和文化。上述无锡市政

府打造大型休闲旅游消费文化体验综合项目，就是一

个典型案例。国外发达国家的旅游业经过长期发展，

已经由传统观光旅游为主的阶段升级到以商务旅游、
文化旅游、乡村旅游等多种旅游业态协调发展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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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而当代中国旅游业发展起步较晚，整体发展水

平较低，发展理念相对滞后，且目前仍以观光旅游为

主，旅游业与其他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广度和深度都

不足。
所以，我们需要以“大旅游”的发展理念为指导，加

强旅游业发展理念、发展方式、投融资机制、市场营销

等方面的创新，积极寻求旅游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融

合发展。一要逐步改变传统观光旅游的发展理念，认

真研究本地旅游业和文化、体育、农业、工业、商业等其

他相关产业的发展特点与现状，因地制宜，制定促进旅

游业与其他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政策，积极鼓励

和引导旅游业与其他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培育能够体

现本地特色的新型旅游业态。鼓励旅游企业积极探索

与其他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和机制，找准融合点，

主动嵌入其他相关产业，加强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融合

发展。积极搭建旅游业与其他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平

台，为企业间信息、人才、技术、资金合作与融合发展提

供良好环境与条件。二要创新旅游业发展的投融资机

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城镇旅游业的发展。民

间资本参与旅游业发展可以有效解决城镇旅游业发展

面临的资金、技术、管理等问题，加快旅游业发展速度，

提高旅游业发展质量，并促进旅游业规模化、集群化发

展。如襄阳市政府积极引进民营企业和兴集团，围绕

襄阳市卧龙镇的良好生态和文化资源，打造出一个集

休闲、养生、度假、旅游、怀古、参禅等多种旅游业态于

一体的“泛旅游”产业，实现了产城融合发展，并通过旅

游产业集聚吸引人口集聚，促进了城镇的繁荣兴旺，有

效推动了卧龙镇的城镇化进程。三是加强产业融合发

展下的新型旅游产品市场营销，引导旅游消费升级，增

强游客对于新型旅游产品的了解和需求，引导居民增

加对新型旅游产品的消费。例如，在中国快速进入人

口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老年人如何养老，是一大热点

问题，开拓旅游养老不仅可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还可以为旅游业创造更多地发展空间。但需要通过对

旅游养老模式的宣传，增强对旅游养老的认识，不断提

高旅游养老的吸引力。
( 三) 加强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业

转移人口的旅游就业能力，为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和可

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中国提出了到 2020 年成为世界旅游强国的旅游

业发展目标，迫切需要大量的不同层次的旅游业人才

作为支撑。当前，中国旅游业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问

题，已成为制约旅游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促

进农业转移人口向旅游业转移就业，可以丰富旅游业

的人才资源供给，提高旅游业发展基础，而且可以促进

城镇农业转移人口稳定就业，进而推进农业转移人口

的市民化。但目前由于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普遍较

低，不能满足现代旅游业市场多元化需求，故农业转移

人口进入旅游业市场就业并不充分，特别是一些中高

端的旅游职业岗位存在空缺，而农业转移人口又一时

无法胜任。
职业教育培训是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的重

要手段。为此，应构建科学、高效的旅游职业培训体

系，进一步健全及完善面向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教育

和培训，全面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旅游就业能力及质量，

引导使农业转移人口更好地进入旅游业市场就业。同

时，整合现有教育资源，健全运行机制，支持职业教育

通过开设远程教育、订单培训、夜校等形式，向农业转

移人口提供便捷、有用、价廉的旅游职业技能教育。各

级政府应通过购买培训服务、招标培训机构等方式提

供农业转移人口需要的旅游职业培训，在流动人口集

中的城市建立若干社区培训学习中心，向农业转移人

口免费提供信息技术和就业技能培训，构建基于信息

技术平台的社会融入模式。此外，进一步探讨激励农

业转移人口参与职业培训的长效机制，切实贯彻执行

农业转移人口培训经费补贴政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

职业教育平台建设，鼓励和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参与就

业培训，提升职业素质; 建立旅游业职业资格认证制

度，鼓励更多地热爱旅游职业的农业转移人口通过职

业资格认证进入旅游行业发展; 加强农业转移人口的

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培养，并通过银行贷款、财政补

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扶助有激情、有梦想的农业

转移人口大胆进行旅游业创业。
( 四) 创新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投融资机

制，完善公共私营合作制( PPP)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

参与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

旅游业发展需要良好的交通、通信、供水、供电、排
水和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医院、银行、
商场、市政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尤其是在中国，旅游

市场以散客市场为主，不经旅行社安排的出游者已经

占到总出游者的九成以上，而散客的出游更需要完备

的基础设施与完善的公共服务，这决定了中国基础设

施与公共服务对于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意义［13］( P82)。所

以，基础设施与旅游公共服务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重

要内容，也是优化旅游消费环境，提升游客旅游满意度

的重要着力点。同时，基础设施是城镇经济发展不可

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城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条件，同时也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平台［14］。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是提高中国城

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城镇化正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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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水平严

重滞后于城镇人口的增加，造成城镇化发展质量低下。
一些旅游业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其基础设施与公共

服务一直无法满足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要求，由此制约

了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例如，有的地方政府往往只

注意接待了多少游客、创造了多少旅游收入，而类似

“如厕难”、交通拥堵、垃圾成堆等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

的问题却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世界旅游理事会发布

的《旅游竞争力报告 2013》表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落后是造成中国旅游业综合竞争力落后的重要因素。
然而，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需要投入大

量资金。有研究表明，到 2020 年，仅由城镇人口增加而

新增的市政建设的资金需求大约就有 16 万亿元［15］。
因此，资金问题是加快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

的关键，需要积极创新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

投融资体制，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多渠道筹措城镇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资金。一方面，政府应主动

承担公共服务供给责任，进一步加大对非经营性领域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努力使城镇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加快房产税、土地增值

税等税收制度改革，确保地方财政有稳定可靠的税源

的基础上，改变政府对“卖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并合理

确定土地出让收入在不同主体间的分配比例，将政府

土地出让收入纳入公共财政进行管理; 另一方面，大力

引入民间资本，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提高民间资本在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领域

的参与。公共私营合作制，即 PPP ( Public － Private
Partnership) 模式，指的是政府及其公共部门与企业之

间结成伙伴关系，并以合同形式明确彼此的权利与义

务，共同承担公共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建设与营运。
根据项目区分理论，市政公用设施按照垄断性和公共

性的程度，可分为非经营性和经营性( 包括准经营性)

两种类型。绝大多数市政公用事业，如供水、供气、公
共交通、排水、排污、道路、桥梁、垃圾处理等都具有经

营性特征，都可以作为民间投资的主要对象［16］。在对

项目经营性质合理区分的基础上，一定要合理采用公

共私营合作制发展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以此达

到以较少财政资金带动更大规模社会资金投入的投融

资放大效应［17］。为此，须深化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领

域垄断行业改革，降低民间投资准入门槛，允许和鼓励

民间资本进入铁路、航空、电信、能源、市政公用设施和

社会事业领域，通过采取民间持股、拆分、重组等方式

打破政府公共投资垄断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

局面;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进民营企业在城镇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中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在投资

审批、土地、财税扶持、环保、招投标等方面的待遇公平

化，并通过建立补偿基金、提供土地资源补偿、控制审

批竞争性项目等多种途径，降低民间资本投资风险，让

民间资本“有利可图”。
( 五) 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完善职工和学生

休假制度，为城镇居民旅游提供时间保障，营造旅游业

与城镇化互动协同发展的良好环境

当前，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旅游消费

能力得到提高，但由于旅游消费环境不尽人意，大大制

约了居民旅游消费的快速扩张，进而弱化了旅游业推

动城镇化发展的功能。首先，旅游业市场秩序仍不够

规范，旅游服务质量不高。当前，中国旅游业发展过程

中“重建轻管”的问题比较突出，旅游业监管体系不健

全、监管手段落后、监管职能交叉与空白同时存在，市

场监管力量薄弱、监管效率不高，一些旅行社违反职业

道德和法律规定，采取“零负团费”、虚假旅游广告等进

行不正当竞争，导游强迫游客购物、购物价格虚高，擅

自更改路线、酒店和景点，甩团以及“黑社”、“黑导”、
“黑车”等侵犯游客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其次，带薪

休假制度不完善，且休假时间过于集中，缺乏弹性，降

低了居民的旅游消费意愿和积极性。带薪休假制度在

国外是一种常见的制度，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可有效解

决旅游消费需要与闲暇时间不足的矛盾。但中国目前

带薪休假制度的执行较差，除一些实力雄厚、经营规范

的企业外，很多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几乎都没有很好落

实这一制度，未保障职工的休假权利。大部分居民旅

游只能选择在法定节假日期间，而大量居民同一时间

出游导致旅游体验极差，一些景区景点一到节假日就

成了“人看人”或“人看头”，极大影响了居民的旅游意

愿。一些游客甚至无奈发出“与其堵在路上，不如宅在

家里”的感叹。有调查显示，78． 1% 的受访者不愿在

“黄金周”出行，理由是“节日期间人多拥挤，不能达到

旅游放松的效果，还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促进居民旅游消费，必须首先大力优化旅游消费

环境，不断增强居民旅游消费体验和满意度。首先，充

分利用政府、行业协会、社会媒体和公众的合力，进一

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全力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完善

旅游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为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

升旅游服务质量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中国首部关于

旅游业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已颁布实施，

但根本是加强贯彻和实施，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切实发挥好《旅游法》对旅游业发展的促进

作用。与此同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鼓励

行业协会加强对行业发展的自我管理和自我规范; 充

分利用媒体的社会监督功能，对侵犯游客权益、破坏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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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市场秩序的不良企业和旅游从业者进行曝光，健全

和完善游客投诉机制，畅通投诉渠道，鼓励游客积极投

诉违法经营企业和从业者，监管部门要提高投诉案件

处理效率，及时处理游客投诉的问题，倒逼旅游企业和

从业者依法诚信经营。其次，推进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增加居民闲暇时间，引导居民旅游时间自然错开，避免

法定假日“赶集式”出游，提高旅游体验，激发居民旅游

消费热情。如有必要，可依法强制执行带薪休假制度，

强化监督，依法保障带薪休假制度实施的有效性与稳

定性。更为重要的是，应不断降低带薪休假的门槛，适

当增加带薪休假的天数，扩大带薪休假的范围，探讨

职工带薪休假与学生放假的衔接，增强职工带薪休假

的灵活性，保障居民家庭有时间一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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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Thinking on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Tourist Sector
GU Sheng － zu1，2，FANG Lang1，LIU Wei1

( 1．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2．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Beijing 100001，China)

Abstract: The urbanization and tourist sector are in the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expan-
sion and upgrading of residential consump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will bring a great oppor-
tunity for the tourist sector． Meanwhile，the tourist sector imposes a beneficial impact on the industrial
foundation of urbanization，creating a large number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migrant worker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tourism，we should formulate the develop-
ment plan of urban tourism scientificly，accelerate the mutual development among tourism and other relat-
ed industries，strengthen the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for migrant workers，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private
investment in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regulate the tourism market，and complete the sys-
tem of paid annual leaves．
Key Words: urbanization; tourist sector;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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