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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论自贸港

2020年 6月，国务院公布《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在

海南全岛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随

着经济发展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旅

游业也成为国际竞争的热点领域之

一。海南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很

丰富，再加上独特的区位优势，海南

自贸港的建设为旅游业的发展带来

了新的契机。自贸港建设的各项制

度创新，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非

常重要的政策支撑。

一、海南旅游业发展现状和

自贸港制度创新分析

（一）海南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从表 1可以看出，从 2011年至

2021年，海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了 162%，而同期旅游业收入增长了

327%。旅游业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重逐年上升，到 2021年超过了

20%。旅游收入中 90%以上都是由国

内旅游所贡献，近两年受新冠疫情

的影响，99%以上的旅游收入都在国

内产生。

近年来，自贸港建设对海南旅

游业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各

种利好政策的出台吸引了大量国内

旅客到海南旅游，2019 年海南旅游

收入突破 1000亿大关，接待游客人

数为 8311.20万人。2020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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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海南自贸港的建设，通过高水平开放，服务于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作为

服务业支柱产业的旅游业，迎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根据经典的“钻石模

型”，海南旅游业的竞争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供给侧坚持创新驱动，大力推

动“旅游 +多产业融合”，拓展旅游发展新空间；需求侧要充分创造旅游消费

新需求，实现供需良性匹配。厚植海南旅游业新竞争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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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1-2021年海南旅游业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2011-2020年数据来源于历年《海南统计年鉴》，2021年数据来源于 2021年 12月《海南统计月

报》。

年份
地区生产

总值（亿元）

旅游总收入

（亿元）

国内旅游总收

入（亿元）

接待游客总人

数（万人次）

入境游客数

（万人次）

2011 2463.84 324.04 299.47 3001.34 81.46

2012 2789.38 379.12 356.79 3320.37 81.56

2013 3115.85 428.56 408.05 3672.51 75.64

2014 3449.01 506.53 490.20 4789.08 66.14

2015 3734.19 572.49 528.08 5336.52 60.84

2016 4090.20 672.10 610.27 6023.60 74.90

2017 4497.54 811.99 766.77 6745.01 111.94

2018 4910.69 950.16 898.14 7627.40 126.36

2019 5330.84 1057.80 991.81 8311.20 143.59

2020 5532.39 872.86 865.24 6455.08 22.40

2021 6475.20 1384.34 1379.29 8100.43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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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在各项复工复产政策的推动

下，后半年便强势回暖。虽然与上

一年相比收入有所下降，但还是保

持在较高水平。2021年在只有零

星的入境游客的情况下，国内旅

游创造了 1379.29亿元的收入。

由于旅游业本身的属性，更多

情况下是需要消费者移动到旅游

目的地才能享受到当地所提供的

旅游服务，尤其在目前全球新冠疫

情仍然肆虐、国际间人员移动受到

很大限制的情况下，海南自贸港旅

游业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内循环。

自贸港积极运用新技术，从不同方

面进行的制度创新，为疫情期间旅

游业做好疫情防控、早日复产复工

提供了保障，显著地推动了近三年

海南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二）海南自贸港制度创新

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创新“大礼

包”，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推动

了旅游业稳定和发展，发挥出了

“组合效应”。具体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信

息服务能力。基础设施方面，作为

全国为数不多的没有城市轨道交

通的省份，海南由于自身城市道

路规划先天考虑不周，加上炎热

湿润的气候特点，导致城市公共

交通出行率很低。为此，海南推行

高速铁路公交化运营，创造性地利

用既有高铁线路开通市域列车，有

效破解了城市拥堵顽疾。

在信息服务方面，海南通过高

新技术构建一体化大数据，实现

“节约”“优政”“便民”“安全”“防

腐”“创新”，积极稳妥建设社会管

理信息化平台，整合全岛多个管理

系统，构建综合防控体系，社会治

理现代化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切实

维护了市民利益，促进了社会和谐

发展，同时也为全国智慧政务、智

慧城市建设提供了良好范本。

2.创设“旺工淡学”新模式，促

进旅游人才供需衔接。为有效解

决旅游淡季人员流动性大和旅游

旺季“用工荒”同时存在的人才

“潮汐”问题，海南创造性地提出

“旺工淡学”旅游业人才培养模

式，鼓励旅游从业人员“旺季上

班、淡季进修、工学交替”。通过政

府、学校和企业三方合作，为旅游

从业人员搭建接受教育和培训的

良好平台，使职业教育与地方产

业实际紧密联系起来。首先，通过

产教结合和工学交替来培养旅游

专业人才。在旅游旺季时，向旅游

行业输送人才，让旅游从业人员身

在岗位。在旅游淡季时，通过学校

教育，采取自学加辅导的方式，实

现工学结合和校企联合培养，把

教育机构作为旅游人才储备基地

和培养家园。其次，精心组织、择

优遴选培养学校和专业。探索成

人高等教育的“自主招生”，推动

旅游从业人员积极回炉，重返学

校学习深造。最后，在旅游人才培

养中不断加大技能操作、实践应用

的考核比例，确保人才培养与实践

岗位完美匹配，促进旅游人才市场

供需衔接。

3.发展特色旅游，培养地区特

色的旅游竞争力。海南把握地区

特点，着力发展包括医疗旅游、全

域旅游、外事休闲旅游、博彩旅游

等特色旅游，形成了独特的发展优

势。

在医疗旅游方面，海南设立了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承

担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试点的任

务，先行先试探索医药卫生和药

械监管体制机制改革新模式。还

设立了乐城先行区，以协同为核

心推动权责集中，业务联动，加强

药品安全监管，破除部门掣肘，实

现了资源整合和高效运转，实现

了临床急需药械申请的一站受

理。

在全域旅游方面，琼海市探索

创新美丽乡村建设，全面整合不同

部门资源，统一捆绑下沉到村。坚

守“生态聚宝”的乡村振兴三条新

底线。探索城乡融合发展“就地城

镇化”新举措。

在外事休闲方面，海南坚持贯

彻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利用博鳌亚

洲论坛等国际平台，提出“美丽乡

村会客厅”新模式，以品牌外事活

动带动乡村发展，依托小镇的田

园风光特色构建“外事平台 +产业

融合 +乡村治理 +农民增收”的生

态圈，打造了美丽中国乡村振兴

的国际样板，为缩小城乡差距提供

了创新发展路径。

二、双循环格局下海南自

贸港旅游业竞争力分析

根据经典的“钻石模型”，一国

（地区）某一行业的竞争力主要取

决于四个基本要素和两个辅助要

素。对应到旅游服务业的竞争力

研究中，即：旅游生产要素、旅游

需求状况、旅游相关及支持产业、

旅游企业战略及结构与竞争四个

基本要素，以及机遇和政府两个

辅助要素。这六个因素相互影响,

共同作用，最终构成一个激励创新

的竞争环境。

（一）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包括基本要素和高

等要素。旅游业基本要素主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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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景观、人文历史景观等。而高

等要素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

专业技术等。在影响旅游业竞争

力方面，高等要素更具有决定性。

就基本要素而言，截止 2021年 6

月，海南全省共拥有 70个 A级景

区，包括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三

亚南山文化旅游区等 5A级景区；

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海口

观澜湖旅游度假区、三亚大东海

旅游区等 4A级景区；东坡书院、博

鳌东方文化苑、三亚亚龙湾海底世

界、五指山热带雨林风景区等 3A

级景区。这些 A级景区集中了热

带雨林、火山溶洞、地热温泉、民

族风情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

资源。从高等要素来说，目前海南

省有 587家旅行社，但是旅游从业

人员普遍存在学历不高、服务技

能有所欠缺、总体素质有待提高

的问题。海南自贸港出台的“旺工

淡学”项目，为培养“数量充足、结

构优化、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

旅游人才队伍搭建了崭新的平

台，切实提升了旅游业人才培养的

专业性、系统性和协同性，为海南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人才支撑。

（二）需求状况

由表 1 可知，海南的旅游服

务收入 90%以上是由本地市场的

需求创造的。后疫情时代，国际间

人员移动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限，

海南旅游服务的需求仍然依托于

“内循环”。目前中国有 4亿中产消

费者，消费对 GDP 的贡献率达到

70%。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国内

消费者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

高，对旅游等收入需求弹性大的服

务支出会增加，而且旅游服务还会

向中高端市场扩容，不断催生出各

种个性化、品质化、多样化的新需

求。依托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特

征，海南旅游需求市场仍有很大

发展空间。

（三）相关及支持产业

相关及支持产业指的是某一

产业的上下游产业。交通运输、餐

饮住宿、信息通讯、零售等行业都

是促进旅游业整体竞争力不可或

缺的产业要素。交通运输方面，海

南四大机场升级，环岛高铁通行，

海岛“2小时经济圈”成功打造，

“四方五港”等极大提高了旅客吞

吐量和岛内交通便捷程度。餐饮

住宿方面，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

海南现有星级酒店 114家，其中五

星级酒店 20家，四星级 41家，分

布在海口、三亚、万宁、琼海等城

市。星级酒店多数功能布局合理、

设施设备齐全，在经营管理和服务

标准等方面积极与国际接轨。随

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迅

速发展，海南旅游也积极“上云”，

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提升了海岛

旅游的知名度和消费者的体验度。

自贸港离岛免税政策和免签政策

的不断放宽，吸引了大量客流，推

动海南旅游收入不断提升。

（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

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是指资

助或者妨碍企业创造和保持竞争

力的国内环境。强大的本国本地

竞争对手是企业竞争优势产生并

得以保持的最有力的刺激。随着

海南旅游企业数量增加，行业竞争

不断加剧，出现了旅游企业之间过

度竞争，规模化和差异化程度不

足，再加上缺乏规范的监督和引

导，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和

行业的低效。根据符峰华（2020）的

研究，海南旅游业的集聚趋势不够

突出，与建成国际旅游岛的国家战

略定位还有一定差距，海南旅游业

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换还有

很大的潜力可挖。

（五）机遇和政府

建设海南自贸港这项国家战

略是海南旅游业发展得天独厚的

机遇和政策因素。《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中，在免签入境、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及离岛免税方

面赋予海南的特殊政策措施，都是

按照全球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来

设计建设的，通过高水平开放，服

务于双循环建设，也为中国经济提

供开放的窗口，具有重要的战略引

领作用。海南旅游业可以抢抓自贸

港建设这项重大战略机遇，充分利

用政策创新的“大礼包”，推动旅游

与文化体育、健康医疗、养老养生

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快速集

聚，发挥联通作用，形成海南特色

的独特发展战略。

三、双循环格局下提升海

南旅游业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一）供给侧坚持创新驱动，大

力推动“旅游 +多产业融合”，拓

展旅游发展新空间

海南旅游业应充分利用自贸

港建设与 RCEP双重叠加的战略机

遇，深化旅游业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旅游业是个综合性十分强

的产业，可以深度与其他产业进

行融合，大力拓展“旅游 +农业”、

“旅游 +文化”、“旅游 +体育”、“旅

游 +医疗”、“旅游 +健康”、“旅游

+养老”等服务。充分挖掘海南特

色资源，“融”出新机遇，“合”出新

动力。以旅游为基础，创新“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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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住宿、购物、养老、养生、亲

子、研学、体育等)”模式，形成以

农业为基础、制造业为支撑、服务

业为亮点、三大产业互动协同发

展的复合产业关系。以旅游为纽

带，重塑产业发展新生态。以旅游

为抓手，带动海南整体产业竞争力

的提升。虽说国际旅游市场存在

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一旦疫情

得到有效控制，国际旅游市场需

求很快会被释放出来。海南旅游

业要利用好疫情窗口期，持续改

进旅游服务供给质量和效能，优

化创新体系，努力创新商业模式。

（二）需求侧要充分利用自贸

港“政策红利”，创造旅游消费新

需求

根据世界旅游业理事会

（WTTC）的预测，未来 10年，中国将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入境游市场。

旅游消费升级有非常大的发展空

间。国外许多知名景点的复游率

在 30-40%，而国内多数景点的复

游率接近于零。消费者的旅游需

求从“到此一游”向“深度游”“体

验游”“休闲游”转变。海南应充分

利用自贸港建设的“政策红利”，

不断创造消费新需求，打造自身

独特的竞争优势。

旅游消费是服务构建双循环

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既能有

效拉动内需，又能联通国内国际

市场。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当中，要求海南要建设成

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海南自贸

港通过不断丰富离岛免税品类，

提升购物体验，完善入境游政策和

过境免签政策，持续引导消费回

流，不断提高离岛免税渗透率（离

岛免税购物人次 /离岛客流）。同

时，可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全面

提高海南旅游数字化和智能化水

平，以服务游客为中心，努力将海

南建设成为“智慧旅游岛”。通过

“＋旅游”的方式，融合技术场景、

生活场景、文化场景等，不断衍生

游艇休闲、健康运动、文化体验等

旅游新业态，通过新项目、新玩法

来创造新需求，培育旅游新动能和

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于旅游消费来说，消费者也

是价值创造者，消费者对旅游消费

的体验、记录和传播都是在为旅游

业创造价值。海南旅游业可以借助

移动互联网的传播力量，在旅游体

验方面给消费者创造更多的机会，

推动消费者主动分享游记、攻略、

点评等。以此来提高海南旅游的过

夜率和复游率，更好地发挥旅游消

费拉动收入增长的“乘数效应”。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厚植海

南旅游业新竞争优势，实现供需良

性匹配

海南旅游业需要用系统思维

来进行顶层设计，以“全省一盘

棋，全岛同城化”的战略理念为指

导，全域联动，统筹规划，探索海

南旅游业集聚发展的新模式和新

路径，建设一批旅游产业园区和

旅游度假区，提高全省旅游资源

的配置效率；对标国际标准，打造

海南旅游的核心吸引力，着重发

展一批特色旅游项目，以项目来

带动旅游消费，形成一批旅游消费

集聚区，进一步打造成海南特色的

旅游品牌，不断提升其知名度和吸

引力；充分利用自贸港建设的制度

集成优势，进一步优化旅游营商环

境，建设服务新发展格局的海陆空

交通体系，为旅游业发展提供制度

保障和基础设施支撑；加快旅游服

务标准化建设，强化行业监管，推

动“吃、住、行、游、购”等各项旅游

活动按照标准的规范实施；创新

旅游专业人才培育模式，支持产学

研一体化，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

企业为主体的旅游产学研战略联

盟；积极引导教育回流，推进境内

外教育机构交流和合作，优化旅

游人才流动引导政策，吸引全球

旅游人才向海南聚集，提高人才

配置效能，助力海南旅游业竞争

力的提升。▲

注释：

①海南省人民政府.构建一体化大数
据 社 会 治 理 体 系 [EB/OL].
[2020-01-22]. https://www.hainan.
gov.cn/hainan/5309/202001/80fd6
4e8bfd5453995e8e2fb29e120da.
shtml.

②海南省人民政府.创设“旺工淡学”
新模式破除旅游人才“潮汐”现

象 [EB/OL]. [2020-08-14].https:
//www.hainan.gov.cn/hainan/5309/
202008/d097dcc37f624cd3b88ab0
2b1c9c0154.shtml.

③海南自由贸易港.“美丽乡村会客
厅”走出“外事 +乡村振兴”特色发
展新路径 [EB/OL]. [2021-01-28].
http://www.hnftp.gov.cn/ztzl/zdcx
jl/202101/t20210128_3024805.
html.

参考文献：

[1]谢彦君,卫银栋,胡迎春,等.文旅融
合背景下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的定位问题[J].旅游学刊，2019
（1）:12-22.

[2]符峰华 .自贸港背景下海南旅游
业集聚发展研究[J].中国流通经
济,2020(7):43-59.

[3]林毅夫等 .中国经济的逻辑与展
望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

[4]王雷 .从瑞士旅游业国际化发展
看海南旅游业竞争力提升 [J].今
日海南，2019（12）：51-53.

[5]滕泰，张海冰.创造新需求[M].北
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

[6]杨林，沈春蕾.自贸区建设背景下
海南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的路径 [J]. 中国海洋经济 ,2021
（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