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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旅游业的
影响及对策研究

●周玲强

【内容提要】　东南亚和韩国是我国主要的国际客源国市场。始发于 1997 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上述主要

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从而对世界旅游市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 ,分别从需求

的收入弹性、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需求的价格弹性三个层面分析了上述地区性经济波动事件对我国国际旅游业的负

面影响 ,并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对策。

1997 年下半年起 ,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蔓延到东北亚的韩国 ,波及日本、香港、台湾

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等中欧国家 ,影响到全球主要股市、汇市和期市。危机发生以后 ,泰国、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等亚洲国家的货币纷纷贬值 ,经济增长停滞 ,债台高筑。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有关国家提供的紧急援助对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起到了扼制作用 ,但据这些受援国家的政

府宣称 ,救援行动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 ,经济困难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困扰这些新兴的工业

化国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先生预计 ,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尚需 2～3 年。可以肯

定 ,上述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在近 2～3 年内 ,一方面经济增长将放慢 ,经济结构的调整将导致较高

的失业率 ,某些部门将停滞甚至倒退 ,国民收入的可比数量将大幅减少 ;而另一方面货币贬值却可

能导致出口贸易、国际旅游业等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得到极大地增强。

受上述国家金融危机的影响 ,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日本经济也出现了波动 ,香港期市、股市、楼

市大幅下挫 ;台湾新台币、新加坡元分别贬值达 20 % ;俄罗斯最近半年多来遭受了 3 次金融危机的

冲击 ,特别是 1998 年 5 月发生的金融风波迫使俄中央银行将贴现率飙升到 150 % ,美元兑卢布比

价冲破俄中央银行限定的“外汇走廊”上限 ,从 1997 年 7 月的 5. 78 卢布兑 1 美元贬至 1998 年 9 月

底的 15. 22 卢布兑 1 美元 ,贬值近 63 %。金融风波引发了经济动荡和政府危机 ,日本在东南亚和

韩国的投资被套牢 ,加上连续数年的不景气及巨额不良资产 ,导致许多大型银行和证券公司倒

闭①;1998 年 5、6 月份 ,日元对美元的汇价连创新低 ,至 6 月 15 日跌破 1 美元兑 145 日元的“心理

防线”,直逼 150 元大关 ,“多米诺骨牌”效应顷刻显现 ,亚洲各国货币再受重创 ,并对南亚、南美有关

国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进入 10 月以来 ,这种影响已经波及美国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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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创汇产业之一。1995 年 ,我国国际旅游业创汇 87. 33 亿美元 ,同比

增长 19. 3 %。1996 年 ,我国国际旅游业提前实现创汇 100 亿美元的跨世纪目标。1997 年 ,创汇达

120. 7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8. 37 % ,增长势头良好。与有形产品的出口创汇形式相比 ,旅游业是以

人的溯流而非物的顺流运行的 ,因此 ,受国际贸易壁垒的限制比较少 ;而且由于旅游业有关联度大、

带动性强、辐射面广、乘数效应明显的特点 ,体现了“朝阳产业”的成长前景和产业优势。但另一方

面 ,旅游产品的无形性也决定了这种产品不可储存、不可转运的特殊性质 ,进而决定了旅游业是一

个受国际或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影响 ,尤其是各类突发事件影响较大的产业。

亚洲金融危机是目前地区经济波动的一个重大事件 ,其波动目前虽已止跌回稳 ,但国际社会对

本次金融危机是否已到底部尚不敢轻易乐观 ,其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仍在不断显现。我国在以

对世界经济稳定持负责的态度而严守人民币不贬值承诺的情况下 ,外向型经济产业经受了越来越

严峻的考验 ,其中国际旅游业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一、受需求的收入弹性②作用影响 ,洲内国际市场客源锐减已成为左右今后 2～3 年市场大势

的不争事实

旅游产品非基本生活必需品 ,而是属于满足较高层次精神与物质需求的无形产品 ,其需求的收

入弹性较高。这个特性决定了当消费者的有效收入大幅减少时 ,旅游消费将首先被消费者从消费

计划中削减或取消。这个规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已被多次验证。1980 年 ,日本由于国内经济不景

气 ,通胀率上升 ,国民有效收入减少而导致战后出境旅游人数首次出现 3. 19 %的负增长 ;1991 年 ,

英国经济波动和日本泡沫经济崩溃 ,导致两国出境旅游人数分别出现 2 %和 3 %的负增长 ; 1992

年 ,里拉的大幅贬值引发意大利金融危机 ,意政府被迫宣布里拉退出欧洲固定汇率机制 ,致使第二

年意旅华人数负增长 14. 4 %。

由于本次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范围大、程度深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对上述国家的出境旅游产

生重大影响。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印度尼西亚发生了抢购生活日用品的风潮和市民骚乱 ,并进一步

演变为政治危机 ,反过来又导致经济的进一步动荡。为削减政府开支 ,韩国政府宣布 ,1998 年将削

减政府开支 7 万亿韩元 (按宣布当日 1998 年 1 月 9 日的汇率约为 38. 7 亿美元) ,并已从 1997 年底

开始冻结公务员的薪酬。据韩国大宇经济研究所发表的最新报告 ,韩国 1998 年上半年的国内消费

比去年同期下滑 28 % ,这是全球最严重的一次下滑 ,高于美国 1931 年大萧条时国内消费下滑数

(13. 4 %) 。为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 ,韩国、泰国国民纷纷响应号召 ,向国家捐献、捐售美元和黄金 ;

为减少外汇流失 ,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政府已停止政府公务人员出国度假和参加非关紧要

的活动 ;马来西亚和泰国则已提高国民护照费和机场税 ,并开征公民出境税。其中泰国的护照手续

费已从 1000 泰铢涨至 10000 泰铢 ,机场出境税从 250 泰铢涨至 500 泰铢 ,出境税为 2000 泰铢。各

国政府纷纷要求国民在国内旅游并严格限制出境旅游。

亚洲市场是我国重要的国际客源市场 ,其中东南亚和日、韩市场尤其重要。1995 年 ,日、韩、

马、新、菲、泰、印尼七国旅华游客总计 287. 5 万人次 ,占当年旅华外国人总数的 49 % ,同比增长

20 % ;1996 年 ,东南亚五国旅华游客总计 115. 96 万人次 ,日、韩之和约逾 200 万 ;七国之和约占当

年旅华外国人总数的 50 % ,除印尼外 (为我国第十三大客源国) ,均进入我国前十位客源国行列。

1997 年 1～6 月 ,东南亚五国旅华游客总计 65. 66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7. 77 % ,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

头。上述国家近年旅华客源的高速增长 ,一方面是该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促进了国民收入大幅

度提高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把该地区作为重点市场坚持开拓数年的结果。

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从 1997 年下半年起在上述国家陆续反映出来。1997 年 5 月 ,泰国旅华

客源同比增长 16. 3 % ,自 6 月开始首次出现负增长 ,跌幅逐月加大 ,10、11 二个月高达 30～40 % ,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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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均跌幅 25 %;印尼市场从 1997 年 10 月开始滑坡 ,10、11 二个月跌幅均在 10 %左右 ;新加坡和马

来西亚的旅华市场也开始滑坡 ,11 月的跌幅分别为 0. 04 %和 3. 8 %。由于旅游产品先购买后消费的

特性 ,受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意外事件影响相对滞后 ,若非事先预订的基础 ,上述遭受危机国家的旅

华客源滑坡的时间将提前 ,幅度将更大。据国家旅游局最新统计资料 ,1998 年 1～6 月旅华外国人次

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 44 % ,来自该市场的外汇收入也同比下降了 8. 88 %③。另据以东南亚和东亚

游客为主要市场的杭州市旅游局提供的资料 ,1998 年 1～8 月 ,旅杭海外游客数下降了 5. 8 % ,创汇数

下降了 15. 6 % ,且八月份的下降幅度更甚 ,分别为 10. 1 %和 16. 6 %。④

另据来自香港旅游协会的统计资料 ,受日本经济不景气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 ,1997

年香港旅游接待人次持续下降 ;1997 年 1～10 月 ,游客数同比下降 8. 1 % ,11 月份跌幅达 9. 4 %。

亚洲地区部分国家的经济波动对本地区国际旅游业的影响已见端倪。

根据上述国家目前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 ,在需求的收入弹性作用下 ,出境旅游市场的有效需

求必将减少 ,尤其是韩、马、菲、泰、印尼五国 ,在未来 2～3 年内 ,出境旅游人数将大幅减少 ,乐观的

估计 ,负增长至少在 30 %～50 %(视各国情况 ,韩、泰、印尼的负增长幅度将相对偏高) 。因此 ,未来

2～3 年内 ,我国国际旅游业中来自上述地区的客源市场滑坡已成定势。而由此而导致的我国国内

入境旅游接待市场的恶性削价竞争将会更趋激烈 ,上述地区有关国家旅行社倒闭将导致我国国际

旅行社遭受大量海外拖欠款的坏帐损失。

二、受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⑤作用影响 ,国际旅游市场竞争更趋激烈 ,旅华客源市场部分被分

流在所难免

上述遭受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 ,也是近年新兴的旅游国家 ,近年来旅游外汇收入的年增长率均

超过 10 %。旅游业在东南亚国家国民经济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过去十年中 ,旅游收入已占这一

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 8 %左右 ,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在菲律宾 ,旅游业为社会提供了

230 万个就业机会 ,占就业人口的 8. 7 % ,而这个数字在泰国还要高 ,约为 11 %。东南亚国家凭借

美丽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文化、良好的旅游设施和服务质量 ,是我国国际旅游业在东南亚、欧美

和日、韩客源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 ,使得该地区各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

的可比价格下降 ,反而增强了出口创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旅游业也如此。今年年初 ,东南亚国家

旅游产品在欧美市场的销售呈良好势头 ,据 1998 年 3 月在德国举办的 ’98 柏林旅游交易会传出的

信息 ,东南亚各国在欧美市场展开了强大的削价促销攻势 ,削价幅度少则 40 % ,多则 60 % ,如泰国

海滨度假 10 日游的价格已从去年同期的 1299 马克下降到 599 马克 ,还实行一对夫妇可免费携带

一名 11 岁以下儿童的优惠措施 ,其实际降价幅度已超过 60 % ;印尼著名的旅游胜地巴厘岛用别出

心裁的 T 恤衫在展台上打出了“我们的损失就是你的所得”的促销口号。极具竞争力的东南亚旅

游产品在欧美市场异常热销 ,欧美游客一改以往在本国预订回程机票的习惯 ,携美元游东南亚诸

国 ,并在目的地国家用所在国货币购回程机票 ,这样一次旅游可比以往至少节省约 50 %的费用 (韩

国航空公司 1998 年 9 月份推出的廉价机票 ,以 500 美元的低价可以从美国 13 个城市中的任何一

个双程往返曼谷、新加坡、吉隆坡、雅加达 ,这个价格还不到美国航空公司打折扣后机票价格的一

半) 。而东南亚国家也把加强国际旅游业作为增加外汇 ,走出经济困境的一个重要途径。尽管政府

大力削减财政支出 ,取消或暂停了国内许多重要的投资项目 ,但马来西亚政府还是拨出 3000 万林

吉特用于在国际市场开展旅游促销活动 ;泰国政府则决定在旅游业上再下一番功夫 ,争取 1998 年

旅游业创汇 140 亿美元 (1996 年为 86. 64 亿美元) 。由于东南亚国家的入境国际游客中约 50 %来

自东南亚本地区 ,受金融危机影响 ,本地区出境旅游人数肯定会大幅减少。因此 ,欧美、日本等客源

市场必定会成为未来 2～3 年各国主攻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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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余年中 ,世界旅游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市场变化更多地表现在流向而非流量。即

在没有意外事件影响的情况下 ,当某一目标市场来访的客源减少时 ,其原因并非该客源市场的出游

数下降 ,而是客源流向了其它目的地。1992 年至 1994 年 ,当法国旅华客源连续出现年 2 %的滑坡

时 (同期法国出游人数年均增幅为 7 %) ,正步入经济高速增长的越南恰处于旅游业起步阶段的高

速增长期 (1994 年国际旅游业创汇同比增长 75 %) ,以年接待 25 万法国游客的纪录居接待法国游

客的亚洲国家之首 ;1993 年台湾赴大陆游客在数年持续快速增长后 ,增幅锐减至 23. 4 % (1992 年

增 39. 3 %) ,1994 年负增长 9 % ,而同期 ,台湾游客赴法国人数却以 15 %的年增长速度上升。上述

市场流向的变化 ,实质上是国际竞争加剧后从相关市场分流的结果。在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作用

下 ,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旅游市场竞争更趋激烈的局势无疑将对我国在国际市场的客源招

徕增加难度。若无良策应对 ,我客源市场的分流在所难免。据对有关国际旅行社的调查 ,1998 年

一季度以来 ,我国际旅游市场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动向 ,许多经营中国旅游的外国旅行商纷纷改变其

线路设计 ,在中国中长线旅游项目中缩短在中国的逗留时间以加挂东南亚旅游项目 ,并从东南亚国

家启程回国 ,使得国际游客在华的人天数 (逗留时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并对我国民航的客座率造

成了负面影响。这最终将影响我国际旅游业的创汇水平。

三、受需求的价格弹性⑥作用影响 ,我国出境旅游市场需求激增也是大势所趋

自 1990 年 7 月国务院批准开办中国公民自费赴新 (新加坡) 、马 (马来西亚) 、泰 (泰国) 三国旅

游 ,1994 年 7 月增开中国公民自费赴菲律宾旅游 ,以及此前分别于 1983 年、1984 年已开放的港澳

二地游以来 ,中国公民自费出境旅游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 ,1995 年通过我国国际旅行社组织的自

费出境游客达 125. 99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4. 7 % ;1996 年 ,自费出境游客达 160 万人次 ,同比增长

30. 2 % ,约占当年总出境人次 (506. 07 万人次) 的三分之一。潜力巨大的中国出境旅游市场 ,已成

为外国旅游业的目标 ,尤其是东南亚诸国在下个世纪竞相争取的重要旅游客源市场。东南亚金融

危机以后 ,由于各有关国家的本国货币大幅贬值 ,而人民币汇率相对坚挺 ,使得中国公民赴上述地

区的旅游费用大幅下降。受需求的价格弹性作用影响 ,我国出境旅游市场需求将会激增。据泰国

旅游局驻香港办事处发布的消息 ,1998 年 1～4 月 ,中国公民旅泰人次比去年同期激增 8. 98 % ,目

前泰国当局已计划赴北京与中国国家旅游局商讨对中国公民旅泰实行落地签证的相关事宜⑦。据

我国有关国际旅行社介绍 ,1998 年 1～2 月 ,新马泰港澳三国二地 11 日游 (标准等) 的费用已从去

年同期的 15000 元人民币下降至 9000 元人民币 ,降幅达 40 %。旅游费用的大幅回落 ,极大地刺激

了我国公民自费出境旅游的市场需求。据对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经营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有关

国际旅行社的调查显示 ,自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以来 ,我国旅游市场出境旅游的有效需求急剧增

加 ,仅上海一地就有近万人赴东南亚过春节 ;1998 年 1 月赴泰国 8 日游 (标准等) 的报名者逾 2000

人 ,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东方航空公司不得不连夜加班加机运送我国赴东南亚的游客。由于国家

对公民自费出境旅游实行“有计划、有步骤、有控制”的管理政策 ,出境旅游规模受到指标额度的制

约 ,因而市场实际的有效需求还会更多。

入境旅游是我国创汇的主要渠道 ,而出境旅游要花费大量外汇 ,导致来之不易的外汇的流失。

因此 ,若不加控制地迎合出境旅游市场急剧增长的有效需求 ,就会违背国家发展我国国际旅游业的

初衷和旅游产业政策。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如何有效地化解出境旅游市场不断突出的供需矛

盾 ,引导出境旅游市场的部分回流 ,应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旅游业产生的上述三个层面的负面影响 ,是今后 2～3 年内我国国际

旅游业发展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根据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 ,应根据有关遭受金融危机国家的不同

经济形势和不同时期局势的不同发展状况 ,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对策 ;既要有短期的应急性对策和

941第 1 期 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旅游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中期的过渡性对策 ,也要有远期的战略性对策。现拟从以下七个方面提出笔者的浅见 :

1. 制度创新 ———实施国际旅游业创汇退税制度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由于各有关国家

的本国货币大幅贬值 ,而人民币汇率相对坚挺 ,对我国的国际贸易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为增加我国

外贸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国家实施了对外贸商品的出口退税制度 ,从而降低了我国出口商品的

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因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贸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与有形产品在国

际贸易中实行出口退税制度相比 ,国际旅游业实行创汇退税制度的运行成本相对较低。这主要得

益于国家对外汇的有效管制 ,政府各级外汇主管部门可在实际收到旅游企业创收的外汇后 ,按政策

给予创汇企业一定比例的退税奖励。该制度在运行中可以避免“假出口、真骗税”的弊病 ,从而提高

我国旅游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 市场促销策略的调整　一方面 ,要调整近 2～3 年促销的重点市场 ,加强对欧美市场的深入

促销和中东、非洲市场的开拓性促销 ,重点放在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 ;对东南亚诸国则

要观察研究其事态变化 ,及时掌握发展动向和趋势 ,同时积极保持良好的关系 ,适当推出价廉物美

的短线产品。另一方面 ,要挖掘现有重点市场的潜力。港澳台市场是我国国际旅游业目前的主要

市场 ,虽然 1996 年该市场入境数约占总入境数的 86. 5 % ,但该市场的潜力还很大。尤其是台湾市

场 ,由于政治因素导致交通不便 ,制约了该市场的快速增长。随着祖国两岸统一大业的推进 ,两岸

旅游界人士更应奔走努力 ,早日实现两岸直航 ,增加直航航线和航班 (1998 年 10 月 ,台湾海基会辜

振甫先生来大陆参观访问 ,“汪辜会谈”推动了海峡两岸经澳门飞机准直航的实现) ,这样台湾游客

访大陆的比例将会有很大提高。反过来 ,两岸旅游界的合作也必将成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一股

重要力量。

3. 有关部门加强合作 ,为旅游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旅游经营管理部门应与民航通力合作 ,

联合促销 ,在增强价格竞争力的同时 ,提高整体服务质量 ,增强非价格竞争实力 ;海关和边检部门应

进一步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服务质量水平 ,简化通关检查手续 ,提高工作效率 ;旅游签证管理部门

应进一步加强旅游促销意识 ,适时实施限时免签证制度 (东南亚各国对外国游客的免签证限时 ,最

少 72 小时 ,多者 15 天) ,扩大落地签证试行的地区范围。

4. 适时改革航空管理体制　近几年的海外旅游者抽样调查表明 ,国际游客旅华费用中国际交

通所占比重一直居高不下 ,平均约为总旅华费的 25 % ,而在旅游发达国家时该比重约为 15 %。导

致该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民航的国际航班成本过高 ,使得我国国际旅游的直观价格相对较

高 ,进而影响了我国在国际旅游市场的竞争力。目前要较快地解决该问题 ,似可以适度引进外航作

某些热点航线的非对等飞行 ,以便尽快改变旅华国际交通的价格、尤其是中日航线价格偏高的现

状。

5. 继续控制出境游发展的速度 　一方面应设法将对国际旅行社的出境游控制指标与这些旅行

社的实际招徕接待入境客的创汇数进行挂钩 (目前采用的出境游控制指标与入境招徕接待人次指

标挂钩的做法 ,并不能反映旅行社的创汇效益 ,且中央的这一鼓励政策到了地方均有不同程度的走

样) ;另一方面应着力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 ,尤其是原定位在吸引国际游客而实际无度假资源优势

的部分国家旅游度假区 ,应及时作产品市场定位的转向 ,适时开发面向国内度假旅游市场的产品 ,

引导国内旅游市场流向 ,从价格、服务、内容下功夫 ,规范国内旅游市场。

6. 加强旅游市场管理和行业服务　各级旅游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管理 ,整顿旅游

市场秩序 ,从根本上扭转旅游市场恶性削价竞争的局面 ,并进一步规范国际旅游业务的结算行为 ,

减少直至杜绝外国旅行商的拖欠款现象 ;同时应强化行业服务 ,及时掌握世界旅游业的发展趋势、

国际游客的需求变化以及国外旅行商的资信和经营概况 ,近期尤其应关注并及时掌握上述遭受金

融危机国家旅行商的资信情况 ,及时向国内旅游企业通报信息 ,以免因外国旅行商破产而导致我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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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海外拖欠款的债权损失。

7. 强化自我保护意识 ,预防转嫁危机损失　旅游企业应以大局为重 ,以质量和产品差异作为竞

争的主要手段 ,共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切不可为蝇头小利而不顾国家和行业整体利益 ,自

相残杀 ,恶性削价竞争。同时还应强化自我保护意识 ,充分了解外国旅行商的资信和经营概况 ,争

取“一团一清”和“现团现清”,防止外国旅行商通过拖欠款转嫁危机而造成损失。

(本文为浙江大学旅游学院陈纲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九五”重点项目《我国旅游市场竞争

规制》的中期研究成果之一)

注 :
①《日本破产企业创 14 年来最高纪录》,1998 年 10 月 16 日《人民日报》。

②需求的收入弹性是指某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量受消费者收入的影响的程度。旅游服务产品非生活必需品 ,因此其需求的收

入弹性 Ei > 0。

③国家旅游局 :《1998 年 1～6 月全国入境人数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1998 年 9 月《旅游调研》。

④1998 年 9 月 23 日《江南游报》。

⑤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指一种产品的需求量对另一种相关产品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序。在欧美旅游市场 ,我国与东南亚诸国

的旅游产品被视为具有较大相关性的可替代产品 ,其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 Ep > 0 ,表示当一方价格下降时 ,价格不变的另一方的需

求量将减少。

⑥需求的价格弹性反映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 ,由于旅游服务产品的固有特性 ,其需求的价格弹性| Ep| > 1 ,表明当某

旅游服务产品的价格发生一个价格单位的变动后其需求量将反方向发生大于一个数量单位的变动。

⑦1998 年 8 月 1 日《旅报》。

(本文所用资料除特别注明出处外 ,均引自 1997 年 5 月～1998 年 10 月《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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