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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旅游黄金通道影响下璧山县旅游发展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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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考察开通重庆旅游黄金通道对璧山县旅游产业的作用，通过回顾作为重庆市旅游地标的长江三峡、山城

都市和大足石刻的发展历程，以及对比璧山县旅游地位在重庆市旅游发展总体布局调整前后的变化，预测璧山县在

重庆旅游黄金通道中的旅游区位及发展态势；认为璧山县处于重庆旅游黄金通道中端的地理位置将会对璧山县旅

游产业的发展产生一系列影响，包括：客流量的波及效应、旅游空间的边缘效应、旅游形象的叠加效应等；因此，可以

从旅游主题形象、旅游产品、旅游市场 D 方面对璧山旅游产业发展进行开发，以此作为璧山县旅游发展的重要战略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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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重庆旅游黄金通道概念的提出

重庆是我国西部最大的城市，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具备发展都市旅游的资源条件。重庆直辖后就

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加以重点培育和发展，市委

市府提出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城市服务功能，

把旅游业发展作为新兴的支柱产业，重点开发长江

三峡、山城都市和大足石刻等特色景区旅游。作为

重庆黄金旅游带的长江三峡和两个世界级的旅游精

品山城都市和大足石刻，对于促进商贸、文化、旅游

产品生产、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具有积极的带动

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重庆旅游黄金通道的概念，

一方面突出了长江三峡、山城都市、大足石刻在重庆

旅游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想借助旅游通道的

联动作用推进其它区县旅游发展的进展速度。

" 重庆旅游格局中的旅游黄金通道

") B 旅游总体布局调整前后的旅游黄金通道

重庆直辖以后，将旅游业作为重点培育发展的

支柱产业，在制定旅游发展战略纲要时，提出了重庆

市旅游发展的总体布局，即“ 一个中心，一条主线，

八大特色旅游区”［B］。

在旅游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对旅游区划

的不断深入，结合旅游开发的实际，对重庆的旅游布

局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从构筑旅游区划的空间连续

性、地理区域特征、资源赋存特征和以重点产品为中

心有利宣传促销等角度，将重庆分为“ 一圈两带”三

大板块，即都市旅游圈、长江三峡黄金旅游带、乌江

画廊民族风情旅游带。

") " 旅游格局调整前后黄金通道地位的变化

首先在调整前，即“ 一个中心，一条主线，八大

特色旅游区”的旅游发展总体布局中，山城都市是

唯一的旅游中心；长江三峡是贯穿重庆旅游的一条

主线；大足石刻尽管是世界遗产但地位相对偏低，属

于 H 大特色旅游区之一。调整后，变化最大的是山

城都市地域范围的扩大，至此大足石刻进入都市旅

游圈，地位明显上升；长江三峡依然为重庆的黄金旅

游带，发展变化不是很大，地位没有明显上升；相比

而言后起之秀乌江画廊的旅游地位有了显著提高，

有追逐以上两者之势头。

从总体上看，“长江三峡、山城都市、大足石刻”

作为重庆旅游黄金通道，其地位和作用依然无可动

摇，至少在几十年内仍将是重庆旅游发展的龙头和

核心。

D 璧山旅游在黄金通道中的发展态势

重庆旅游格局调整后黄金通道的变化，对璧山

而言最大的益处莫过于融入了重庆旅游黄金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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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旅游黄金通道的核心都市旅游圈的一员，如何

从中立稳脚跟，旅游主题形象如何定位，旅游产品怎

样设计，旅游市场营销如何推广，旅游发展战略怎么

选择，将是璧山旅游今后研究的主要议题。

!" # 旅游区位优势明显

璧山县地处重庆都市旅游圈西侧，距离主城中

心 $% &’，成渝、遂渝、渝大高速以及在建的江津至

重庆主城区地铁直穿璧山县腹地进入主城，拥有无

与伦比的交通及区位优势，是重庆主城区市民周末

休闲度假的理想场所。璧山又处于重庆旅游黄金通

道中部，西接大足石刻艺术旅游区，东连长江三峡黄

金旅游线，是重庆黄金旅游线上重要纽带，又是一颗

亮丽明珠。

!" ( 资源点分散且规模小

与整个黄金通道的旅游资源相比，璧山不仅自

然景观散布于东西南北中各处，而且金剑山、龙梭

山、缙云后山与青龙湖、白云湖、金堂湖“ 三山、三

湖”目前规模都不大，且在县域境内，相距甚远不利

于集中开发利用；人文资源除璧城镇相对集中外，其

他地区分布也较散，这就相应地增加了融入重庆旅

游黄金通道的难度。

!" ! 资源垄断性缺乏特色

和通道国家级、世界级的旅游景区相对照，现璧

山只有省市级而无国家级的旅游景区。自然景观欠

缺特色，全县现在只有省级风景名胜区（ 青龙湖）一

处，省级森林公园（ 璧温泉）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 处（ 文庙大成殿、青杠百岁坊、朝元寺牌坊）。

而目前璧山县旅游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挖

掘和利用璧山特色，旅游产品缺乏鲜明的主题，旅

游开发“乱、散、泛”，对外招商和宣传推出的景点景

区多，但重点不突出，特色不鲜明，力量分散，不利于

形成璧山县的旅游品牌，更无法与重庆旅游黄金通

道相提并论［()!］。

* 旅游黄金通道对璧山旅游的效应

*" # 对旅游客流量的波及效应

“长江三峡、山城都市、大足石刻”作为重庆市

旅游黄金通道，是重庆旅游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区

域。据有关统计数据可知：#+,$—(%%! 年重庆市入

境旅游者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 $-. ，重庆旅游

业创汇的发展速度则更快，其 #, 年的平均增长速度

达到 (*" ,. ，旅游黄金通道的作用功不可没［*)$］。

重庆旅游黄金通道的发展对璧山县旅游发展的

波及效应显著。从旅游线路的波及面上看，璧山县

地处长江三峡、山城都市、大足石刻之间，这种东西

夹击之势，十分有利于增强旅游线路的连贯性和可

融入性，因此可以首先把部分日趋成熟的旅游产品

融入该通道中，使其先行发展，以带动其它旅游资源

的后续开发；从客源波及面上看，交通条件的完善增

强了璧山在重庆旅游黄金通道中的流畅性，使大部

分都市居民可以顺利抵达璧山，依靠黄金通道的知

名度又可以截留一部分境外游客；从营销传播角度

看，依靠重庆旅游黄金通道的影响力可以联动宣传

璧山。

*" ( 对旅游空间的边缘效应

旅游边缘效应（/01234’ 5675 58859:）是指在一定

空间、时间及时空关系共同限定条件下，旅游边缘区

由于具有资源的多样性、开放性以及空间范围的拓

展性，其中任何一因素或是几个因素的组合所产生

的，对旅游系统的发展、演化所发生的效应［-］。旅游

边缘效应可分为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在璧山更多

地表现为正效应，主要体现在边缘性所导致的旅游

资源构成的多样性、系统的开放性及可扩展性，这是

璧山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作为都市旅游外围区、重庆旅游黄金通道边缘

地区，璧山县是多种系统相交接的地方，如都市人工

系统与乡村自然生态系统、都市文化与乡村民俗文

化交接地等，边缘效应使这些不同系统的交汇形成

边缘旅游效应区。这一地区拥有大量的“ 异质”形

态，包括与都市截然不同的自然生态系统，如清新的

空气、纯净的湖泊、可口的野味等；同时又有不同于

贫困区的现代物质与精神文明，如现代化的农业园

林丁家花卉苗木园、别墅新区金剑山森林温泉旅游

区、新农村建设示范区新堰村，还包括各种文化生态

系统如民俗文化、农家乐、农村田园风光、现代化农

业观光园等等有形或无形的东西，对都市旅游者具

有强烈的吸引力。

*" ! 对旅游营销宣传和形象促销的叠加效应

由于旅游地旅游资源的等级、旅游产品的品牌、

旅游地之间的竞争上的差异，会对游客感知形成一

种影响，从而在形象宣传上表现为一种叠加效应。

具体是指区域内不同旅游地的差异化形象定位，使

每一个旅游地具有各自的形象影响力，进而使这一

区域产生一种叠加的合力，产生整合性的影响力［+］。

对地处重庆市旅游黄金通道边缘的璧山县而

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在旅游营销宣传和形

象促销上使叠加效应最大化。这就涉及到璧山县域

范围内旅游综合吸引力的问题，其中关键环节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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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重庆旅游黄金通道中进行差异化的形象定位以

及对这种差异化的形象进行有机整合，从而形成一

种叠加效应。

璧山县各个景区的形象定位应在“ 叠加效应”

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因为在形象定位过程中，每一个

景区的重新定位都必须将景区放置到璧山县域、重

庆市旅游黄金通道的背景下考虑，既突出各个景区

的形象特色，又产生有机整合的叠加效应。这样就

有效地解决璧山县在旅游营销宣传和形象促销过程

中形象竞争、冲突和形象替代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发

挥每一个景区的旅游吸引力。

! 旅游黄金通道与璧山旅游发展

!" # 旅游主题形象的形成

目前璧山旅游形象不够突出，不仅在国内，在重

庆也缺乏独特的影响力。融入都市旅游圈以后，特

别是在重庆旅游黄金通道的影响下，璧山旅游要想

分得一杯羹，必须促进通道畅通。即将重庆旅游黄

金通道作为大背景，把璧山旅游放进去，资源共享，

利用整合优势，借风造势，发展璧山旅游新形象。因

此，根据重庆旅游黄金通道的发展方向及都市圈边

缘璧山旅游资源特征、璧山旅游区位条件，以及目前

旅游市场需求状况，并结合璧山旅游“ 文脉”，以形

象共建为指导思路，璧山县旅游总体形象可定位为：

“黄金通道上的绿色站点，都市圈下的休闲乐园”。

!" $ 旅游产品的开发方向

实现旅游经济效益的关键在于拥有适合旅游需

求、在市场上有较强竞争力的旅游产品，同时，要着

力开发建设优势产品，特色产品。未来十几年期间，

在璧山旅游产品的开发过程中要进一步树立大旅游

观和科学旅游发展观，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璧山

区位优势，借助重庆旅游黄金通道的品牌优势，突出

特色，狠抓重点，积极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

并使之优化升级［#%］。

#）传统观光旅游产品的优化升级。目前璧山

县的旅游产品结构以观光型为主，有些趋于老化，市

场吸引力也在逐步衰退，需要进行更新优化。璧山

县旅游发展应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将休闲与娱乐

结合起来，借助旅游项目策划，在老景区中开发新景

点，给老产品赋予新的内容和新的活力，以巩固市

场。如金堂湖的婚礼度假游、青龙湖的生态休闲游、

丁家镇的花卉苗圃乐园、来凤鱼特色餐饮、壁城镇皮

鞋城产业旅游等等。

$）开发旅游精品，提升文化品位，打造旅游品

牌。璧山县目前有开发潜力的旅游资源较多，而且

有些很具有地方特色，因此有必要突出重点，开发标

志性、支撑性的品牌旅游产品。首先启动一批有

“重庆之最”称号的旅游景区（点）的建设，深度开发

青龙湖；启动以丁家为中心的重庆市最大的花卉苗

圃观光旅游区；建设西南第一的皮鞋产业旅游区；逐

步开发缙云后山、登云坪等几大景区。

&）依托重庆都市旅游圈，开发休闲度假旅游产

品。璧山距重庆主城区 ’% ()，有高速公路及高等

级公路连通，交通区位优势突出，具有开发休闲度假

旅游产品的优势。这类产品的开发，要注意利用现

有资源，搞好基础设施配套，突出观赏性、参与性和

休闲性，将满足城市居民精神生活需要与提高璧山

县旅游经济效益有机结合。

’）借助重庆旅游黄金通道品牌，联合开发旅

游。璧山县地处重庆旅游黄金通道中间，在旅游资

源上具有很强的互补共生性，借助黄金通道品牌优

势，在未来十几年期间壁山县旅游产品开发要根据

游客需要，以璧城、青杠、丁家、大路为中心开发出内

容丰富、安全、方便、舒适、选择性强的旅游产品，逐

步加强与重庆都市圈、大足及长江三峡沿岸区县的

联系，在产品开发和联合促销上迈出扎实的步伐，打

破行政区划界线，实现旅游客流量和旅游经济交汇

循环。

!" & 旅游市场的营销开拓

#）针对县域及周边区县旅游者的整合营销策

略。基于对璧山旅游资源整体形象、旅游景区总体

形象及旅游企业形象的认识，璧山旅游在“ 注意力

经济”条件下要加强“全局观”和“大竞争”、“形象共

享”意识，各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同心同德，在驻外

办事处、电台、报刊杂志、交通等各部门的配合下，在

目标市场上树立起璧山县整体旅游形象。将这种形

象植入目标市场潜在客源的大脑中，从而在旅游市

场上形成独特的销售主张，进而产生巨大的旅游吸

引力、诱惑力和感召力。

$）针对都市居民的实时营销策略。现代营销

注重以消费者为中心，以消费者需要为出发点，以满

足消费者需求为终点。由于重庆都市居民对休闲旅

游、度假旅游、生态旅游、探险旅游的激增，旅游需求

的个性化与多样性突出，使得都市旅游市场需求呈

动态变化趋势，这就要求营销者寻求一种实时营销

策略，既要满足都市居民的当前需要，又要满足未来

发展变化需要，这是一种“ 动态需要”，因此要求营

销者在为都市居民提供满足当前需要的产品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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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自动收集顾客信息，分析了解都市居民的偏

好和习惯，自动调整产品 ! 服务功能，实时地适应都

市居民变化着的旅游需要。

"）针对黄金通道旅游者的市场拓展策略。结

合重庆旅游黄金通道发展特点以及璧山县当地旅游

资源的实际情况，其市场拓展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以休闲度假产品为先导，使之与山城都市旅游产品、

三峡观光旅游产品、大足石刻文化旅游产品形成互

补，吸引部分都市居民，从而拓展休闲度假旅游市

场，作为璧山前期市场，为后期旅游市场的开发打下

基础；挖掘当地的文化特色，注重旅游产品的文化

性，与大足文化、都市文化、三峡文化相区别，形成异

质文化旅游产品，满足文化旅游市场需要。

# 旅游黄金通道与璧山旅游发展战略

#$ % 旅游市场共建与客流量共享战略

璧山县地处重庆市旅游黄金通道线路相连、产

品互补，有着共同的客源市场。其客源主要来自国

内的北京、上海、西南及华南地区，国际以日本、美

国、德国、法国为主要客源国。客源市场开发和宣传

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单独靠本县大规模地

搞市场营销是力不从心的。因此璧山县应与重庆旅

游黄金通道一道共建旅游客源市场，从而实现客源

共享。通过客源市场共享共拓，一方面可以实现旅

游客源互换来使成本内化，从而达到降低交易成本

的目的；另一方面将区域内各旅游地的内部竞争转

化为与其它区域的外部竞争，从而使区域内各旅游

地凭借整体力量，增强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 & 基于空间合作的边缘性发展战略

由于璧山县旅游资源赋存与重庆旅游黄金通道

存在巨大的空间差异，因此该背景下璧山县旅游空

间合作需要采取恰当的整合方式，在不同阶段选择

不同的整合途径。第一阶段，由于主要任务是形成

和壮大当地旅游增长极，因此整合主要发生在各个

乡镇，主要采取“ 吸附式”，即整合主要靠增长极的

吸引和凝聚，通过吸引相关的旅游要素，壮大增长

极。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在当地旅游增长极的基

础上对接重庆旅游黄金通道，并整合其它新的旅游

资源。因此在当地增长极与重庆旅游黄金通道之间

应采取“结合式”，即当地增长极与重庆旅游发展主

轴相互结合，进行重新组合，形成新的旅游形象和产

品。第三阶段，主要是区域旅游的全面整合和全面

发展，因此可以采用“ 交织式”，即各个乡镇无论是

当地增长极之间，还是与重庆旅游发展主轴之间，可

以进行横向、纵向、多向整合，最终形成一个既能代

表璧山旅游整合体又能凸显重庆旅游新特色与新形

象的全新产品，并得到市场认可［%%］。

#$ " 旅游营销互动与形象整合战略

面对日趋激烈的旅游竞争之势，在璧山县人文

和自然旅游资源都不太发达的情况下，采用旅游营

销互动战略，对璧山县旅游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和意义。通过与重庆旅游黄金通道进行互动营

销，可以有效地利用璧山县地处重庆旅游黄金通道

东西交接地带的有利地理优势，充分发挥该区域地

方文化的潜在资源优势，促进整个区域旅游营销互

动，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积极建立“ 区域联动、行

业联合、企业联手”的营销机制，通过“ 统一宣传口

径，统筹促销经费，统一促销行动”，打造出整个区

域旅游新形象，突出特色旅游品牌，最终形成旅游持

续竞争力。

’ 结语

重庆旅游黄金通道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

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力。璧山是连接东西纽带的一

个重要节点，它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也需要它起

到衔接东西、有机疏散的作用，增强璧山在重庆旅游

黄金通道中的地位也有助于璧山自身旅游的发展。

尽管目前璧山旅游资源规模小、分散且知名度不高，

但完全可以利用重庆旅游黄金通道对璧山旅游的波

及效应、边缘效应、叠加效应，联合开发旅游产品，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具有自己区位优势和地方特色

的旅游产品，选择具有适合自己的旅游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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