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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used 29 special indicators, constructed four index layers, which included Miguel in-
ternal tourism demand, tourism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force, travel supportive external force and 
tourism supply active force, and formed a new index system. And then it collected 29 tourism-re- 
lated data during 2006-2015 from Kunming, established a data file, and used SPSS20.0 statistical 
software for data principal component extraction process, and extracted the common factor. 
Through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ourism industry in Kunming, meas-
ures and suggestions of the improvement of Kunming tourism’s industry potential a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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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利用29项具体指标构建了旅游需求内生力、旅游基础保障力、旅游外在支持力、旅游供给主动力等

四大指标层，形成了全新的指标体系。并搜集昆明市2006-2015年29项相关旅游数据，建立数据文件，

利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主成份提取处理，进行公共因子的提取，对昆明市旅游发展潜力进行

了实证研究，提出了昆明市旅游产业潜力提升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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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旅游业迅速发展，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将成为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年接待入境游客将达到 1.37
亿人次[1]。中国正在由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迈进，旅游业已成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2]。
国内外学者都把旅游产业潜力研究作为重点问题来研究。Kercher (1993)年最早提出社会和环境因素对旅

游产业发展潜力有影响作用[3]。Hunter (1997)较早地关注了旅游业发展潜力的影响因素，包括社区发展、

游客安全、居民收入以及文化氛围等[4]。Julianna Priskin (2001)从吸引力、可进入性、旅游设施、环境质

量等方面，运用矩阵法对澳大利亚西部海滨地区的旅游发展潜力进行了评价[5]。Julie Jackson (2006)立足

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事实，采用波特理论对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前景进行分析[6]。马勇等(1997)率先

将一定时期内区域旅游发展与资源、经济、环境相互作用的最大可能强度定义为区域旅游持续发展潜力，

而且建立了潜力测度模型[7]。曹新向(2007)构建了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

分析法，对我国 31 个省、市、区的旅游业发展潜力进行了量化研究[8]。王兆峰(2008)基于区域旅游业发

展潜力的相关理论，探讨了如何构建区域旅游业发展潜力的评价指标体系[9]。丁建军等(2012)构建了包

含产业自我成长潜力和外源支撑潜力在内的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10]。王学峰、张辉(2013)
采用定量分析，构建了旅游发展基础、发展能力和发展空间的区域旅游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西

部地区为例做了应用研究[11]。毛昕等(2015)以云南省为例，通过因子聚类分析法对云南省 16 州市旅游

业发展潜力差异进行定量研究，构建了旅游产业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12]。综上可知，国内外学者对旅

游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集中在吸引力、可进入性、旅游设施、环境质量、居民收入以及文化氛

围等方面，对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教育一般预算支出、社会保障一般支出等具体指标的引入较少，而这

些是潜力保障力的重要方面。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构建出旅游需求内生力、旅游基础保障力、旅游外

在支持力、旅游供给主动力等四大指标层和 29 项具体指标，构建了全新的指标体系，丰富完善了旅游产

业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云南省昆明市地处云贵高原中部，是滇中城市群的核心圈、亚洲 5 小时航空圈的中心、国家一级物

流园区布局城市之一，是云南省及云南面向东南亚南亚辐射中心的极核。昆明市作为云南省旅游产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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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极核，在全面构建指标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对其旅游产业发展潜力进行评价实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旅游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价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旅游产业是一个综合性和关联性很强的产业，其发展潜力受到经济因素、交通因素、市场因素、政

策因素、人才因素、科技因素、区位因素等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对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指标体系的选取

必须全面反映旅游产业的发展情况，在选取指标体系时遵循客观性、可比性、系统性、代表性以及数据

的可获取性原则[12]，在总结以往国内外学者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甄选了 29 个评价指标构建了昆明

市旅游产业发展潜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将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分为旅游需求内生力、旅游基础保障力、旅

游外在支持力和旅游供给主动力等四个评价指标层(表 1)，其中，旅游需求内生力包括 10 个具体指标，

代表着在一定时期内，旅游者愿意并能够以一定货币支付能力购买旅游产品的数量，简言之，就是旅游

者对旅游产品的需求潜力；旅游基础保障力和旅游外在支持力分别包括 9 个和 4 个具体指标，代表了一

个地区向旅游产业提供的旅游资源、旅游设施和旅游服务能够满足旅游者的旅游需求以及稳定的向旅游

市场提供旅游产品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政府对当地旅游产业的支持力度；旅游供给主动力包

括 6 个具体指标，主要反映了人才因素、科技因素和劳动力因素对旅游产业发展贡献力度，是衡量旅游

产业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 

2.2. 评价方法与数据来源 

2.2.1. 评价方法 
昆明市旅游产业现状与发展潜力研究实质是一个多指标的综合分析与决策过程，属于一种多指标的

综合评价；而因子分析法是从研究指标的内部依赖关系出发，把一些具有复杂关系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

个主因子的的一种描述多指标之间相互关系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因子分析模型描述如下： 
1) ( )1, 2, ,X x x xp=  ￠是可观测随机向量，均值向量 ( ) 0E X = ，协方差阵 ( )Cov X = ∑，且协方差

阵∑与相关矩阵 R 相等(只要将变量标准化即可实现)。 
2) ( )1 2F F F Fm= , , , ￠ ( )m p< 是不可测的向量，其均值向量 ( ) 0E F = ，协方差矩阵 ( )Cov F I= ，

即向量的各分量是相互独立的。 
3) ( )1 2e e e ep= , , , ￠与 F 相互独立，且 ( ) 0E e = ，e 的协方差阵∑是对角阵，即各分量 e 之间是相

互独立的，则模型： 

1 11 1 12 2 1 1x a F a F a mFm e= + + + +  

2 21 1 22 2 2 2x a F a F a mFm e= + + + +  


 

1 1 2 2xp ap F ap F apmFm ep= + + + +  

称为因子分析模型，由于该模型是针对变量进行的，各因子又是正交的，所以也称为 R 型正交因子

模型。 
其矩阵形式为： x AF e= + 。 
这里， 
1) m ￡ p； 
2) ( )Cov , 0F e = ，即 F 和 e 是不相关的； 
3) ( )D F Im= ，即 1, 2, ,F F Fm

不相关且方差均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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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potential 
表 1. 旅游产业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层 编号 具体指标名称 

旅游需求内生力 

X1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X2 第三产业产值(亿元) 

X3 全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亿元) 

X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X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X6 旅游总收入(亿元) 

X7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X8 进出口总值(万美元) 

X9 利用外资(万美元) 

X10 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旅游基础保障力 

X11 公路货运量(万吨) 

X12 公路客运量(万人) 

X13 铁路货运量(万吨) 

X14 铁路客运量(万人) 

X15 航空客运量(万人) 

X16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万张) 

X17 卫生技术人员(人) 

X18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亿元) 

X19 餐饮业收入总额(万元) 

旅游外在支持力 

X20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X21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X22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亿元) 

X23 社会保障一般支出(亿元) 

旅游供给主动力 

X24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万人) 

X25 常住人口(万人) 

X26 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万人) 

X27 高校专任教师(万人) 

X28 教育一般预算支出(亿元) 

X29 受理专利申请(件) 

 
我们把 F 称为 X 的公共因子或潜因子，矩阵 A 称为因子载荷矩阵，e 称为 X 的特殊因子。 

( )A aij= ，aij 为因子载荷。数学上可以证明，因子载荷 aij 就是第 i 变量与第 j 因子的相关系数，反

映了第 i 变量在第 j 因子上的重要性。 
这种分析方法通过把方差贡献率的作为权数，克服了人为赋权的随意性，相对较为客观。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作为分析工具，对昆明市旅游产业发展潜力进行定量分析。最后综合因子分析获得影响昆

明市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主因子，从而进一步为昆明市旅游产业的发展提出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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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7~2016 年《昆明市统计年鉴》，2006~2015 年昆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部分数据来源于政府各部门的政务网站，部分数据通过计算所得，如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 ∑(某
项指标报告期数值 ÷ 该项指标全国标准值×该项指标权数) ÷ 总权数。由于昆明市旅游产业发展潜力评

价指标体系较多，而且各项原始指标体系单位不同，为避免计算结果量纲不一样的影响，利用 SPSS 20.0
统计分析软件自动对原始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3. 昆明市旅游产业发展支持力评价 

根据本文中所建立的旅游业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搜集整理了 2006~2015 年昆明市总共 29 项的相关

数据，建立数据文件，利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对标准化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13]。 

3.1. 公因子方差分析 

从表 2 反映的各个变量的两个因子共同度可以看出，几乎每一个变量都很好地被两个因子(主成分)
解释，因为这 29 个变量的因子共同度在 0.9 以上。 

3.2. 主成分因子的选取 

从表 3 的特征值可以看出，第 1 个因子的特征值 R1 = 26.001，大约占去方差的 89.658%，基于分析过

程内定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原则，Factor 过程提取了前两个因子，两个因子的特征值共占去了方差的 93.630%。，

被抛弃的其他因子解释的方差仅占不到 7%，说明前两个因子提取了原始数据的相对足够信息。 
从图 1 可以看出，因子 1 与因子 2、因子 2 与因子 3 之间的特征值之差值比较大，而其他因子之间

的特征值差值相对来说比较小，可以初步确认两个因子将能反映绝大部分信息。 

3.3. 主成分因子的解释 

为了使复杂的矩阵变得相对简洁，便于对主成分因子的解释，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进而确定

公因子。 
从旋转后的矩阵可以看出，见表 4，公因子 F1 在全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高校专任教师、利用外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旅游

总收入、常住人口、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等指标上载荷较大，可以反映出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活跃

性和教育、基础设施环境建设水平，所以将公因子 F1 命名为“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支持因子”。公因子

F2 在公路客运量、铁路货运量、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社会保障一般支出、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上载荷相对较大，可以反映地区社会生产效率和社会保障对旅游产业的支持水平，可以将公

因子 F2 命名为“生产效率和社会发展保障因子”。 
通过上文对昆明市旅游发展潜力的实证分析，得出了“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支持因子”和“生产效

率和社会发展保障因子”等两大公共因子，显示出了昆明市强大的旅游产业发展潜力优势，同时也说明

了昆明旅游产业潜力提升的过程中存在着以下问题： 
1) 在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支持因子方面。第一，昆明市旅游公共接待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旅游消

费环境有待提升；城市旅游咨询中心和集散中心数量较少，旅游厕所数量供给不足等问题突出；顺应全

域旅游发展形势的自驾车营地建设有待优化布局和发展。第二，旅游产业发展形式较为单一，与二、三

产业的融和发展较少，旅游经济发展形式有待融合升级，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2) 在生产效率和社会发展保障因子方面。第一，旅游发展观念较为陈旧，利用政策红利的能力欠缺。

第二，旅游交通等公共服务体系有待完善，交通网络系统有待升级，存在着公路等级过低，断头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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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线路少，机场接待能力欠提升；景区内部新型交通业态形式开发不足。第三，旅游人才短缺，尤其是

旅游产业发展需求的高层次人才，加强高级人才的培养和打造旅游教育培训基地的任务迫在眉睫。 

4. 提升昆明市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对策与建议 

对昆明市旅游发展潜力进行评价的目的，就是要明确其实际发展潜力的大小和影响其发展潜力的因

素，从而为昆明市旅游业发展潜力的保持与提升提供现实依据。根据上文的实证分析，本文从影响昆明 
 
Table 2. Variance analysis of common factor 
表 2. 公因子方差分析 

具体指标代码及名称 初始 提取 

X1(地区生产总值) 1.000 0.980 

X2(第三产业产值) 1.000 0.991 

X3(全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 1.000 0.999 

X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000 0.959 

X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00 0.998 

X6(旅游总收入) 1.000 0.987 

X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000 0.997 

X8(进出口总值) 1.000 0.974 

X9(利用外资) 1.000 0.993 

X10(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1.000 0.921 

X11(公路货运量) 1.000 0.924 

X12(公路客运量) 1.000 0.963 

X13(铁路货运量) 1.000 0.948 

X14(铁路客运量) 1.000 0.939 

X15（航空客运量） 1.000 0.956 

X16(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1.000 0.921 

X17（卫生技术人员） 1.000 0.938 

X18（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000 0.987 

X19（餐饮业收入总额） 1.000 0.976 

X20（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1.000 0.956 

X21（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1.000 0.934 

X22（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1.000 0.986 

X23（社会保障一般支出） 1.000 0.943 

X24（第三产业从业人数） 1.000 0.988 

X25（常住人口） 1.000 0.945 

X26（高等院校在校学生） 1.000 0.964 

X27（高校专任教师） 1.000 0.955 

X28（教育一般预算支出） 1.000 0.969 

X29（受理专利申请） 1.000 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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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main factors of the corresponding characteristic root and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表 3. 各主因子对应特征根及方差贡献率 

解释的总方差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1 26.003 89.667 89.667 26.003 89.667 89.667 26.001 89.658 89.658 

2 1.150 3.964 93.630 1.150 3.964 93.630 1.152 3.973 93.630 

3 0.892 3.077 96.707       

4 0.436 1.504 98.211       

5 0.185 0.638 98.850       

6 0.144 0.495 99.345       

7 0.112 0.387 99.732       

8 0.078 0.268 100.000       

9 9.643E-015 3.325E-014 100.000       

10 2.047E-015 7.059E-015 100.000       

 

 
Figure 1. Scree plot 
图 1. 碎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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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otational component matrix 
表 4. 旋转成分矩阵 

 
成份 

F1 F2 

X3(全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 1.000 0.002 

X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999 0.012 

X16(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0.997 −0.011 

X1(地区生产总值) 0.964 −0.069 

X27（高校专任教师） 0.997 −0.015 

X2(第三产业产值) 0.975 −0.038 

X9(利用外资) 0.997 −0.005 

X21(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0.996 0.062 

X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0.996 0.072 

X25(常住人口) 0.990 −0.038 

X22(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0.990 −0.001 

X6(旅游总收入) 0.987 0.110 

X8(进出口总值) 0.973 0.166 

X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0.964 −0.172 

X15（航空客运量） 0.954 −0.244 

X24(第三产业从业人数) 0.951 −0.066 

X26(高等院校在校学生) 0.950 0.218 

X20(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940 −0.154 

X23(社会保障一般支出) 0.912 0.142 

X11(公路货运量) 0.890 0.080 

X10(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0.867 0.391 

X13(铁路货运量) −0.726 0.266 

X12(公路客运量) 0.706 0.422 

X14(铁路客运量) 0.700 −0.653 

 

市旅游潜力发展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支持因子”和“生产效率和社会发展保障因子”等两个公因子

角度出发，提出保持与提升昆明市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对策与建议。 

4.1. 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支持因子方面对策 

4.1.1. 实施旅游公共设施提升计划，优化旅游消费环境 
1) 完善城市旅游咨询中心和集散中心。根据昆明市各地的实际需要，在 3A 级以上的景区、重点乡

村旅游区以及机场、车站等建设旅游咨询中心。鼓励依托城市综合客运枢纽和道路客运点建设布局合理、

功能完善的游客集散中心。实现重点旅游景区、旅游线路旅游咨询服务全覆盖。 
2) 大力推进旅游厕所建设。昆明市应鼓励以商建厕、以商养厕、以商管厕，加大星级厕所的建设，

优化星级厕所比重，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星级厕所的管理，完善上下水设施，实行粪便无害化处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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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全部旅游景区、旅游交通线路、旅游集散地厕所全部达到数量充足、干净无味、使用免费、管理有效

的要求。 
3) 加快旅游汽车营地建设。昆明市应着重推介海口林场、振峰庄园、宜良小哨生态村、金源“小青

藏高原”等四大绝佳露营之地。下一步的任务应该是完善进入营地的交通设施，设立指示牌，规划好交

通路线，以便遇到突发情况可以及时转移；建设健全营地的基础设施，如垃圾回收站，厕所等；加强营

地的管理，保护好营地的生态环境，及时修复营地遭到破坏的植被等。 

4.1.2. 加快旅游融合发展，促进旅游经济发展多元化 
1) 旅游与文化发展融合。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经济文化一体化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

趋势。伴随着文化经济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的提升，文化对旅游的牵引、指导作用越来越突出。瞄准建成

世界知名旅游城市的目标，昆明把旅游业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大产业、大产品、大品牌，促进

旅游转型升级，推动旅游与文化高度融合。应充分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古滇王国历史文化、西南联大抗

战文化、护国运动抗战文化等文化元素，并融于旅游当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项目。 
2) 旅游与产业融合发展。昆明旅游业与第一产业融合，可形成观光农业、体验农业、生态农业等新

型产业形态，围绕体验农村生活、享受农业风光、欣赏农村风情的主线，让观光农业旅游、乡村旅游快

速发展，以昆明市的花卉、高原特色农业等为基础，积极推进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增强农业的附

加值，重点建设“休闲观光农业园”、“乡村民俗风情园”、“都市农庄”、“农业产业基地”四种产

品形态。昆明旅游业与第二产业融合，可形成旅游商品生产基地、旅游装备制造基地、工业旅游体验基

地、旅游园区等旅游新业态的发展，围绕满足旅游者好奇心和求知欲等的旅游需求，工业旅游使旅游者

了解工业产品特性及其制作过程，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同时，开拓了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昆明旅游

业与第三产业融合，特别是旅游业与科技、文化等相关产业融合，可形成科技旅游、动漫旅游、文化旅

游等新型产业形态。 
3) 旅游与中医药健康医疗业融合。昆明市拥有世界上最宜人的气候、迷人的生态环境和大量的高品

位温泉旅游资源，以及一系列的康复医学机构。因此，有条件在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阳宗海省级旅游

度假区、世博新区、安宁温泉镇、滇池西岸、嵩明嘉丽泽等大力开展各种康复旅游项目；以医疗旅游为

切入点与发展契机，以云南白药、滇虹药业等昆明市发达的生物制药产业为依托，以云南医科大学、圣

爱中医馆、云南中医院等本地知名医院为支撑，充分发挥昆明市的经济技术优势，积极推进彝药、藏药、

傣药、苗医等丰富民族医药旅游资源与温泉旅游资源、购物旅游资源的整合，打造国际知名的民族医药

知名品牌。 

4.2. 生产效率和社会发展保障因子方面建议 

4.2.1. 革新旅游发展观念，利用好“旅游红利”政策 
1) 革新旅游发展观念。传统的旅游发展观念已经不适应现在旅游产业的发展，更不能完成建设滇中

国际旅游度假区、旅游强省和现代化旅游服务的相关目标。因此，昆明市应在旅游产业升级、发展旅游

产业新业态、拓展新要素、积极研发多元化且适合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思想转变突破

口和切入点，积极引入和参考国内外富有创新观念的旅游产业发展理念，结合昆明自身发展的现状，整

合出一条适合本市发展“大旅游”、打造旅游强市的全新发展之路，以期使昆明市的旅游产业达到“稳

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目标。 
2) 利用好“红利政策”。“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发展、对外开发开放以

及国家重视旅游发展及相关政策连续出台等国家战略，昆明市作为中国旅游综合试验区改革发展和加快

建设五大基础设施网络等给其带来了多重叠加重大政策新机遇，随着全省资源红利、生态红利、政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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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改革红利和区位优势叠加释放，旅游业发展的战略性机遇已经到来，为发挥昆明旅游产业发展潜力

创造了新条件。通过运用国家和省级有关旅游的政策机遇，充分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提升昆明旅游产

业的发展潜力。 

4.2.2. 优化旅游交通等公共服务体系，积极建设新型旅游发展体系 
1) 良好的交通条件是发育和培养旅游市场的助推器。继续推广“围绕旅游交通优先发展”的成功经

验，充分利用昆明机场，开辟新的国内外航线来扩展国内外旅游市场，进一步提高旅游消费需求。 
2) 积极探索开展小型飞机、直升飞机旅游。全面提高现有干线铁路运营能力和技术标准，积极推进

“泛亚铁路”建设，尽快启动城际高速铁路建设，加快推进上海-昆明、广州-昆明等高速铁路、高速公路

云南段及昆明–玉溪、昆明–楚雄–大理高速铁路建设，尽早开工建设北京-昆明云南段高速铁路，畅通

昆明市与华北、华中、华南、西北地区的联系。 
3) 加快实施一批制约旅游区形成旅游环线的断头路、二级干线公路的建设项目，提升和建设一批通

往重要旅游景区景点的三级旅游支线公路。加快滇池等重点旅游湖泊区的短途航运基础设施建设，促进

昆明内陆旅游航运发展。 

4.2.3. 实施“人才强旅”战略，加强旅游人才队伍建设 
1) 加强高级人才的培养。选拔一批旅游行政管理人才，到国际旅游专业院校进项短期培训，学习管

理经验，提高管理者综合素质和驾驭市场能力；定期行政、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到旅游发达国家和国内旅

游发达地区参观学习和培训；创造条件吸引其他行业高水平的经理人更多地进入旅游企业。根据昆明市

场需要，培养小语种的导游人才；培训中层、基层“蓝领”技师，如西餐厨师、调酒师、园艺师等。 
2) 打造旅游教育培训基地。引进国内外知名学者、科研机构，加大产学研一体化建设；扩大教育开

放，引进专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引进国内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重点开设高尔

夫、保健、医疗、户外、旅游休闲等特色专业；建设若干个高标准实训基地，广泛开展社会培训和资格

认证，促进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终身教育融合。 

5. 结论与讨论 

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研究基础上，本着客观性、可比性、系统性、代表性以及

数据的可获取性原则构建了全面评价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指标体系，将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分为旅游需求

内生力、旅游基础保障力、旅游外在支持力和旅游供给主动力等四个评价指标层，收集昆明市 2006~2015
年总共 29 项相关旅游数据，建立数据文件，利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通过主成份提取和因子分析法对昆明市旅游发展潜力进行了实证研究，准确、客观地探讨了影响昆

明市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公共因子，即“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支持因子”和“生产效率和社会发展保障

因子”，这两个因子对昆明市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力最大，根据两个公共因子提出了提升昆明市旅游产

业发展潜力的对策与建议，即：实施旅游公共设施提升计划，优化旅游消费环境、加快旅游融合发展，

促进旅游经济发展多元化、革新旅游发展观念，牢抓“旅游红利”、优化旅游交通等公共服务体系，积

极建设新型旅游发展体系、实施“人才强旅”战略，加强旅游人才队伍建设等。 
希望该研究方法的运用与得出的建议能够对昆明市以及其他后发展地区起到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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