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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旅游的概念及相关理论 

1.1 文化旅游的概念 

1.1.1 旅游产业 

关于旅游业究竟是否具有产业属性，国内外学术界存有争议，这种分歧和争议概

括来说就是旅游业不是一种产业和旅游业是一种产业之争。 有些学者反对将旅游业视

为产业。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Neil Leiper（1979）认为不能把旅游视为产业，其

只能算作“旅游系统中在功能和空间上有联系的几个部门”。Thomas Lea Davison

（1994）则更直接地指出旅游业不是一种产业的原因，主要是旅游是一种相差悬殊的

经历或过程而不是一种产品，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一种生产性活动。Stephen Smith

（2000）认为就旅游实质而言，只是人们所做的某些事情，而不是一个产业所生产的

某些产品，从这个意义讲旅游不是一种产业。李天元(2001)在综合考量了世界上绝大

多数国家的国家标准产业分类、联合国公布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以及中国的《国民经

济部门分类标准》等几个标准产业分类版本后认为旅游业根本构不成一项标准的产业。

王晨光(2007)则认为从需求出发定义的旅游产业不符合经济学关于产业的定义和研究

对象应具有生产性或供给取向的特征，所以旅游产业不属于一种规范意义的产业范畴。  

有些学者认为旅游业是一项产业。这是我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主流观点。张凌

云（2000）对旅游产业的定义界定为满足游客吃、住、行、游、娱、购等方面而提供

或生产旅游产品和劳务的部门或企业的集合。张辉（2002)则把以旅游活动为中心，为

旅游活动提供服务的企业或行业所形成的配置行业集合称作旅游产业。谢彦君(2004)

通过分析和考量后认为旅游业就是一种产业，原因在于旅游业是那些直接为旅游者的

旅游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行业的总称。谢春山、傅吉新、李飞(2005)则从现实的可

用性等多个角度对旅游业进行了一番细致考究，认为旅游业是产业。曹国新(2007)认

为旅游产业是个不同于传统产业的经济产业并从消费的角度对旅游产业进行了定义。

余洁（2007）则认为旅游产业是来自第一、二、三产业诸多行业和部门复合而成的综

合产业群，它们为旅游活动直接或间接提供智力支持、文化资源等。  

本文认同旅游业是一项产业，学者们的一系列研究，对我们研究旅游产业提供有

益的借鉴。因此，本文认为，旅游产业是以旅游吸引物和承载物为依托，通过有效配

置消费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所需的商品和服务，从而使其物质与精神需求获得极大满

足的综合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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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文化产业 

基于各国地域、经济、文化背景以及产业政策等主客观差异以及产业分类标准和

体系各不相同，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对文化产业质的规定性都有一定的相异性，学者们

研究的视角有不同，使得文化产业涵义表述多种多样。“文化产业”这一概念的最早

提出可以追溯到 20 个世纪 40 年代，其英文名称为“Culture Industry”（也被译为

“文化工业”），法兰克福社会学派的学者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合作出版的《启蒙辩证

法》（1947）一书中首现其身影。尽管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对文

化产业进行了更加系统的研究阐释和大力发展，但至今世界各国对文化产业没有形成

统一的通行的概念。英国学者贾斯廷·奥康纳认为文化产业是一种专门以制作、生产、

经营符号性商品为主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价值可以转换为经济价值。美国则从

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的层面进行界定，把版权产业视为文化产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对文化产业的定义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

系列活动。  

 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以及政府有关部门也对文化产业的概念作了相应的界定。冯

子标、焦斌龙（2005）将文化产业定义为以市场化方式，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

化服务，从而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活动的总称。陆有斌（2011）将文化产业界

定为从事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与再生产、交换与传播、流通与经营活动或为此提供

服务的行业，它以精神产品的生产、交换、消费为特征，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早在 2003 年，中国文化部在其下发的《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

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将文化产业界定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

营性行业”。2004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首个《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将文化产

业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

活动的集合，2012 年又进行了修订，颁布《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对文化

及相关产业的定义作了新的界定，即：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

产活动的集合。尽管国内学者对文化产业的涵义概括各有不同和侧重，但他们都有这

样的共识：文化产业是指一种经过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过程将文化产品变为

文化商品的产业，是把文化性的因素和经济性的因素合二为一的综合性产业。综合已

有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要素为内容，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

本手段，生产、经营、交换文化产品和服务，从而满足社会精神文化需要的一系列活

动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