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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前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热点之一。随着旅游产业上升为

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则成为区域旅游开发与提升旅游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模式。

集群竞争力的有效提升不仅可带动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而且在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借鉴ＧＥＭ模型，分析影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竞争

力发展的各个因素，建立了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采用专家问卷调查与层

次分析法确定了评价指标权重，最后经过汇总测算得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

竞争力评分值，根据评分结果，提出促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有效提

升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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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产业集群是区域旅游开发的重要模式，

是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

相继制定了旅游产业集群的相关政策，一些省

市的发展纲要中也明确提出了 “建设旅游产业

集群”的目标和战略。在此背景下，系统研究

和科学的分析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集

群竞争力，对于科学制定半岛区域旅游发展政

策和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本

文将从产业集群的角度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旅游产业发展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重点探讨

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及提

升问题。

１　旅游产业集群理论解析

１１　旅游产业集群的含义

旅游产业是一个关联性极强的产业，涉及

诸多与旅游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产业部门，它围

绕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吸引物，通过各种横向联

系和纵向联系集聚在一起，形成网络形式的产

业组织［１］。对于旅游产业集群的概念，目前学

术界争论不一。围绕 “聚集”和 “关联”两大

要素，结合旅游产业的自身特点，本文认为旅

游产业集群［２］是：聚集在一定地域空间的旅游

核心吸引物、旅游企业及旅游相关企业和部门，

为了提高集体竞争力，而建立起来的紧密的组

织。这种组织关系的建立不仅是从地理角度来

考虑，而且更多地关注特定市场和活动间的经

济联系，既是依据专业化分工和协作而建立起

来的相互独立、相互关联的组织群体，又是独

立企业之间通过非正式关系而形成的一种新的

组织形式。

１２　旅游产业集群构成

旅游产业集群是一个由多要素组成的复杂

系统，主要包括核心吸引层、要素供应层和辅

助供应层。

（１）核心吸引层主要包括旅游资源。核心

层是旅游产业集群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核心层可以分为３类：城市型旅游产业集群、

景区型旅游产业集群、社区型旅游产业集群。

旅游资源产业居于整个旅游产业集群的中心。

（２）要素供应层主要是指旅游要素产业。

要素供给层能够带来较大的经济收益，它是产

生经济价值的核心，包括能够满足旅游者的食、

住、行、游、购、娱等相关需要的各类旅游企

业，如旅行社、旅游饭店、餐馆、旅游交通供

应者、旅游商店、旅游休闲娱乐设施等，它们

在旅游资源产业这一板块的外围聚集着，可以

为旅游者提供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是构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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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要素的重要产业层次。

（３）辅助供应层主要指旅游相关产业。辅

助供应层是指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与旅游间

接相关的辅助性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层次。它们

以旅游者、旅游企业以及旅游地居民为共同的

服务对象，是旅游产业集群中重要的参与者，

包括交通、邮电、银行、建筑、园林、海关、

环保等，这些机构对旅游活动的顺利开展和旅

游产业集群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也是旅游产

业集群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３］。

２　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方法与指标

体系

２１　犌犈犕模型分析

总结多年研究企业集群的经验，两位加拿

大者 （ＴｉｍＰａｄｍｏｒｅ和 ＨｅｒｖｅｙＧｉｂｓｏｎ）对迈克

尔·波特的 “钻石模型”［４］进行改进，提出了一

种分析企业集群竞争力的模型——— “基础－企

业－市场模型”（简称 ＧＥＭ 模型）。ＧＥＭ 模型

确定了影响企业集群的六大因素，包括 “资源”

“设施”“供应商和相关辅助行业”“公司的结构

战略和竞争”“本地市场” “外部市场”，并用一

个蛛网图表示 （图１）。本文借鉴ＧＥＭ 模型原

理，构建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体系。

图１　ＧＥＭ结构模型
［５］

２２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思路

首先，通过广泛阅读和研究相关文献，结

合ＧＥＭ模型框架，确定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相

关影响因素的基本范围，进而对影响旅游产业

集群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进行归类划分，在此基

础之上，根据上述三大基本原则对每一类影响

因素进行细化和指标选取，形成基本指标框架

后，再结合导师意见和专家咨询以及对数据来

源的详细考察，最终制定了一套符合研究目标

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的

评价指标体系 （表１）。

表１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基础竞争力

资源

区位条件

旅游资源赋存及吸引力

综合经济水平

资本资源 （融资、贷款等）

信息服务水平 （如市场信息、行业信息等）

旅游人力资源

设施

基础服务设施 （道路、环境卫生、医疗、治安等）

旅游设施

政府支持性服务 （投资优势政策、宣传力度等）

旅游管理支持 （旅游咨询中心、旅游行业培训、管理水平等）

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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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企业竞争力

相关辅助行业

旅游辅助行业部门 （金融保险业、交通文物部门等）

旅游相关行业 （食住行游购娱）

旅游企业间的协作程度

旅游企业结构、竞争和战略

企业规模、数量

市场营销 （目标定位、营销防范）

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产品服务创新能力

市场竞争力

国内市场

国内旅游收入

国内旅游市场规模

国内旅游业竞争程度

国内旅游消费需求量及多样性

入境市场

入境客源市场及增长率

入境旅游行业发展水平

入境旅游需求变化

入境旅游市场进入壁垒

３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竞

争力评价与分析

３１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发展

特点

　　内部优势：地理位置优越、旅游资源非常

丰富、科研实力雄厚、产业态势运行良好、基

础设施体系完善。

内部劣势：旅游产业结构不合理、旅游生

态环境恶化、旅游企业间的协作程度较差。

外部机会：时代背景良好、政策环境良好、

滨海新区建设战略的时机较好。

外部挑战：天津滨海新区的扩张，使得蓝

色经济区市场、产业受到空间挤压；海滨旅游

休闲产品设置雷同。

３２　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发放

本文采用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专家打分

的结果作为指标权重和指标得分确定的依据。

在导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共发放问卷３６份，回

收问卷３４份，回收率为９４％，问卷遍布青岛、

威海、烟台等７个主要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旅游产业的核心城市。

３３　犌犈犕的量化结果及评价结果分析

为了能更清晰地了解一个产业集群的竞争

力，ＧＥＭ模型对影响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各个

因素进行了量化。通过量化可以明确产业集群的

竞争力状况以及发展水平，使产业集群体能更加

了解自己的优劣势，为以后的发展指明方向。

根据专家打分法，可以求得６个因素的得

分，分别为：Ａ＝７．４４９４３２，Ｂ＝６．８７８１，Ｃ＝

７．０６６７２，Ｄ＝６．６９４５３，Ｅ＝７．４０２１６，Ｆ＝

６．９４６９３ （表２）。

其中：Ａ表示资源的最终得分；Ｂ表示设施

的最终得分；Ｃ表示供应商和辅助行业的最终得

分；Ｄ表示企业结构、竞争和战略的最终得分；

Ｅ表示国内市场的最终得分；Ｆ表示入境市场的

最终得分。

采用计算公式 （ｐａｉｒｓｃｏｒｅ）＝ （Ｄ２犻－１＋Ｄ

２犻）／２，求得基础竞争力 （ＧＣ）、企业竞争力

（ＥＣ）、市场竞争力 （ＭＣ）的得分分别为

ＧＣ＝ （Ａ＋Ｂ）／２＝ （７．４４９４３２＋

６．８７８１）／２＝７．１６４

ＥＣ＝ （Ｃ＋Ｄ）／２＝ （７．０６６７２＋６．６９４５３）／

２＝６．８８０

ＭＣ＝ （Ｅ＋ Ｆ）／２＝ （７．４０２ １６＋

６．９４６９３）／２＝７．１７５

然后，运用ＧＥＭ模型集群竞争力的量化表

达式ＧＥＭ＝２．５× ｛ 犻＝１，２，３（Ｄ２犻－１＋Ｄ２犻）｝
２／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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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

ＧＥＭ得分为：

ＧＥＭ＝２．５× ［（Ａ＋Ｂ）× （Ｃ＋Ｄ）× （Ｅ

＋Ｆ）］２
／３＝２．５× ［（７．４４９４３２＋６．８７８１）×

（７．０６６７２＋６．６９４５３）× （７．４０２１６＋６．９４６９３）］２
／３

＝２．５× ［（１４．３２７）× （１３．７６１）× （１４．３４９）］２
／３

＝２．５× （２８２８．９６１）２
／３＝２．５×２００．０２５＝５００．０６３≈

５００

表２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调查问卷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得分 指标权重 总得分

基础

（Ｇ）

Ａ资源

区位条件 ７．５１４ ０．２２１

旅游资源赋存及吸引力 ８．１３６ ０．２７３

综合经济水平 ７．４３０ ０．１９１

资本资源 （融资、贷款等） ７．１５０ ０．１１４

信息服务水平 （如市场信息、行业信息等） ６．８００ ０．１５２

旅游人力资源 ６．１２０ ０．０４９

７．４４９４３２

Ｂ设施

基础服务设施 （道路、环境卫生、医疗、治安等） ７．３１０ ０．２１２

旅游专用设施 ７．２３０ ０．２４９

政府支持性服务 （投资优势政策、宣传力度等） ７．５１０ ０．１３７

旅游管理部门 （旅游咨询中心、旅游行业培训、管理

水平等）
６．０２０ ０．２３７

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 ６．５００ ０．１６５

６．８７８１０

企业

（Ｅ）

Ｃ供应商和

辅助行业

旅游辅助行业部门 （金融保险业、交通文物部门等） ７．２７０ ０．３９１

旅游相关行业 （食住行游购娱） ８．１５０ ０．２８９

旅游企业间的协作程度 ５．８４０ ０．３２０

７．０６６７２

Ｄ企业结构、

竞争和战略

企业规模、数量 ７．５００ ０．４０３

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６．２４０ ０．１７２

市场营销 （目标定位、营销防范） ６．９５０ ０．１７５

产品服务创新能力 ５．５３０ ０．２５０

６．６９４５３

市场

（Ｍ）

Ｅ本地市场

国内旅游收入 ７．４９０ ０．３９８

国内旅游市场规模 ７．４９０ ０．１５７

国内旅游业竞争程度 ７．０１０ ０．１８３

国内旅游消费需求量及多样性 ７．４９０ ０．２６２

７．４０２１６

Ｆ外地市场

入境客源市场及增长率 ６．９８０ ０．４０８

入境旅游行业发展水平 ６．６７０ ０．１７７

入境旅游需求变化 ６．２４０ ０．１６２

入境旅游市场进入壁垒 ７．５４０ ０．２５３

６．９４６９３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

的ＧＥＭ模型得分为５００，全国平均水平为２５０

分 （把６个因素定为５分再代入ＧＥＭ模型的计

算公式中即可得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明显竞

争优势的分数是４９０分 （每个因素的平均分数

是７分）。得分说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

业集群的竞争力处于全国中等以上水平，具有

全国较高水平的竞争力。

通过 （ＧＣ＋ＥＣ＋ＭＣ）／３计算得出该集群

的３个一级指标的平均得分约７．０７３分，换算成

ＧＥＭ的得分为５００．２７分；６个二级指标平均得

分６．９９５８０６分，换算成 ＧＥＭ 的得分为４８９．４

分。这说明其具有全国中等偏上的竞争力，竞

争优势比较明显。

其中，资源得分、国内市场得分较高，一

方面得益于山东省丰富的旅游资源；另一方面

也与山东省政府以及国家对山东半岛旅游产业

的重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山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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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经济区的旅游产业在基础设施与服务方面

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半岛区的设施设备不够专

业和新颖，现代化的办公场所和办公设备仍需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相对于国内市场，入境市场发展仍面临着

很大的挑战。一方面与我国和本区域的宣传方

针和促销策略关系甚大；另一方面，也与本区

域内的国际化水平和发展模式关联紧密，国际

间的交流与合作还需进一步加强，这就要求半

岛区不仅要做好国内旅游，更要做好和重点发

展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

４　提升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集

群竞争力的建议

４１　提高旅游资源的规划和设施设备的利用

从问卷的结果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

产业的基础竞争力比较有优势， “资源” “设施”

的得分比较高，基础竞争力居于全国的上等水平，

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综合来看，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应该注重旅游资源的保护和规划，全面合理

利用丰富的旅游资源，做好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

专用设施的维护以及更新，积极发展旅游人才，

继续加强对旅游产业方面的投资力度。

４２　加强旅游企业协作，培养旅游人才

综合来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

的企业竞争力方面得分相对比较低，在提升企

业竞争力方面，应该大力借用 “好客山东”这

一品牌来提高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的

知名度，通过品牌形象的打造来开拓山东的旅

游市场。同时，借助半岛蓝色经济和十一届全

运会以及 “十二五”规划等相关政策来做好山

东半岛的区域旅游品牌的提升。

同时，企业是推动创新的主体力量，也是

推动产业集群成长的主体力量。而山东半岛整

体旅游企业普遍存在散、小、弱、差等缺点，

尤其是企业间的协作方面，缺少大型的旅游集

团，旅行社行业缺少有影响力的企业。

所以，综合来讲，山东半岛在旅游产业集群

方面，应当加大人才培养，注重企业的创新能力，

着重发展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领头型旅游企业，

加强市场定位，做好整体产业的营销和推广。

４３　建立旅游产业集群品牌体系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的总体市场

竞争力居于全国中等以上水平，但是，其旅游

产业同时也面临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环渤海天津旅游产业区等多方面的压力，这在

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山东半岛旅游产业发展

的巨大瓶颈。针对区域市场这一板块，山东半

岛应当建立区域旅游品牌来提高旅游产业的集

群发展。应该从企业、地区、区域３个层次建

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品牌体系，

尤其要做好滨海旅游这一重要环节，以整个区

域作为旅游吸引物，推动国内以及区域旅游市

场升级，吸引更多的旅游者，从而提高整个区

域市场的竞争力和在整个国际市场上的定位。

５　结论

通过分析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

竞争力，笔者认为定量研究仍是以后的研究重点，

使用ＧＥＭ模型不仅可以得到旅游产业集群各项

因素的评价，而且可以使研究结果更可靠。虽然

笔者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做了

简单研究，并给出了蓝色经济区旅游产业发展的

建议，但是在旅游产业集群理论并未成熟、我国

旅游产业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有关旅游产业集

群竞争力方面仍有大量研究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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