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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山西省景区旅游发展效率的建议1 

 

程占红
2
 

 

山西省拥有大量优质的旅游资源。在资源型经济转型背景下，

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是山西省破除经济发展瓶

颈、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实现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景区是旅游

发展的核心要素，其发展效率的高低既关系着旅游资源的合理配置

与利用，也关系着旅游业经济效率的提升。因此，研究景区的旅游

发展效率，对于山西省合理利用旅游资源，提升旅游业经济效率，

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研究选取景区的就业人数、当年建设投资以及资产总额作为投

入指标，选取景区总收入、旅游接待人次作为产出指标，运用数据包

络分析方法测算了山西省 2A 级以上 110 个景区的投入产出效率。 

一、山西省景区旅游发展效率存在的问题 

（一）资源投入盲目粗放，资源利用缺乏效率 

经测算，项目选取的 110 个主要景区 2016 年的总效率平均值为

0.354。其中有 38 个景区超过这一平均水平，占比 34.55%；有 72 个

景区没有达到这一平均数值，占比 65.45%。在利好政策的驱使下，

各景区缺乏科学规划，资金投入盲目粗放，肆意扩张景区规模，特别

                                                        
1
 来源：山西财经大学科研专项基金项目。 

2
 作者简介：程占红，男，山西新绛人，山西财经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

旅游管理研究。 



 

 2 

是在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时，极少考虑其独特性，导致自然资源类景

区同质化严重，景区吸引力下降，投入产出效果不佳。 

（二）各景区间旅游发展效率悬殊，缺乏均衡性 

测算结果显示，○1 综合效率的前沿面是由等级较高的景区组成。

家综合效率有效的景区均是国家 4A 级以上景区。○2 人文历史类的

景区比自然景观类景区更易获得较高旅游效率。在 13 家经营有效的

景区中，有 10 家景区是人文历史类的景观。○3 110 个主要景区 2016

年的 3 个效率值之间都存在较大的差异。综合效率的最小值为 0.001，

最大值是其 1000 倍；纯技术效率（即景区投入生产要素的当前生产

效率水平相对于最优生产效率的比值，值越接近于 1 则表明投入生产

要素的使用效率越高），的最小值为 0.057，最大值是其 17.54 倍；规

模效率（即按照最优生产率水平所能获得的最大产出情况，其值越接

近于 1 则表明景区的产出效率更高）的最小值为 0.005，是最大值 1

的 5‰。这主要与景区所处地理区位、发展阶段及景区吸引力有关。 

（三）旅游发展效率提升波动性大，缺乏稳定性 

通过对 53 个主要景区 3 年间（2014—2016 年）旅游总效率变动

的比较发现，3 年效率持续增长的景区仅有 4 个，分别是禹王洞风景

区、白云寺、祁寯藻故里及古县牡丹文化园，仅仅占到全部样本的

7.55%；三年效率均减少的景区也为 4 个，分别是柳氏名居、芮城县

大禹渡黄河、王家大院以及太原碑林公园；其余 84.91%的景区旅游

发展效率呈现波动状态。景区规模扩张与管理水平提升的不匹配影响

了景区总效率的提升，进而导致景区效率提升波动性大，缺乏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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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山西省景区旅游发展效率的建议 

（一）科学规划，突出特色，增强景区发展互补性 

景区的有序开发与建设离不开科学规划，景区效率的提升离不开

合理配置资源，景区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特色彰显。各景区在开发建

设过程中一方面要避免盲目跟风、肆意扩张规模，杜绝粗放型资源投

入模式；另一方面要科学规划，深入挖掘景区文化内涵，彰显特色，

与周边景区形成发展互补之势，提升景区投入产出比。 

（二）因“类”制宜，精准施策，提升景区间发展效率的均衡性 

提升景区间旅游发展效率的均衡性，需要“一区一策”，杜绝“多

区同策”。首先，旅游发展效率有效的景区，应在维持景区现有状态

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有的互联网平台与多媒体技术，加强对外宣传，

进一步提升景区知名度，增强景区吸引力。其次，针对纯技术效率有

效，规模效率无效的景区，需要依据现有管理水平，适度调整景区规

模。适应景区发展，提升景区旅游发展效率。最后，针对纯技术效率

与规模效率均无效的景区应先着重提高景区的纯技术效率，挑选有能

力的管理者对景区投入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合理高效配置，逐步优

化调整景区规模，提升景区旅游发展整体效率。 

（三）统筹兼顾，软硬结合，提升景区发展效率的稳定性 

景区旅游发展效率的稳定提升，离不开景区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协

调发展。首先景区要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增强旅游服务供给能力。

其次，景区要敏感察觉游客需求，资源投入应当与游客变化的需求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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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通过增加旅游消费项目提升景区规模效益，如针对青少年游客的

游戏项目、针对中年游客的娱乐休闲项目、针对老年游客的养生项目。

最后，景区要加大高层次专业旅游服务人才的引进力度和原有从业者

的培训力度，建立与景区规模相适应的管理人才体系，提升景区旅游

服务质量，增强景区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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