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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城游憩带对周边县域旅游产业影响机制研究
!

———以重庆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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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揭示山地城市环城游憩带 F;G&H 构建的特殊性及其对相邻县域旅游产业的影响机制，以便对县域旅游产业

的发展提供指导。运用文献归纳法对国内外环城游憩带相关理论进行了归纳；结合山地城市的特点，总结出重庆市

环城游憩带构建的特殊性；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揭示县域旅游产业系统与环城游憩带的作用面，并据此提出相关建

议。研究表明，“乡村性”与“生态性”是环城游憩带的主要特点，交通是否便捷是影响环城游憩带旅游产业发展的重

要因素。因此，重庆市主城周边区县必须加强“乡村性”与“生态性”的营造，健全旅游交通体系，培育游客良好的“地

方感”，才能构成重庆环城游憩带核心环节。

关键词：都市环城游憩带（F;G&H）；重庆；山地城市；县域旅游产业系统

中图分类号：IE$#) C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B*D"J **$C（"##$）#"J #B"EJ #E

! !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地域不断向

其外围乡村扩散。城市和周边地区的休闲、游憩产

生密不可分的联系［B］。随着城乡间中、高等级便捷

交通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都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日益

提高，围绕大都市周边，以一日游和两日游为主要形

式的周末短期休闲旅游更是发展势头迅猛［"］。在这

种形势下，城市游憩市场出现了由城市内部向郊区

移动的趋势，形成了环绕城市外围、与城市交通联系

便捷、主要适应城市居民短期休闲度假需求的土地

利用形式，被众多学者称为环大城市游憩活动频发

地带，简称环城游憩带（F;@(;/=6,./0 K;0= /(,-.L 8;J
=(,’,06<，F;G&H）［B］。

重庆市作为我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近年来随

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都市环城游憩带

已初现端倪。在重庆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推进

下，主城区的北碚区、九龙坡区以及相邻区县纷纷推

出各自的旅游品牌，积极融入到构建重庆大都市环

城游憩带的进程中去，并力争成为其核心环节［C］。

B 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简述

自 B$M" 年前苏联学者普列奥布拉曾斯基等在

其著作中首次将研究视角瞄向城市周围娱乐带开

始，在 "# 多年的时间里，国内外学者已对环城游憩

带的概念、形成机制与空间范围与空间结构等问题

进行了诸多颇有建树的研究。究其发展脉络，主要

经历了由城郊旅游研究到环城游憩带研究两个研究

阶段。

在概念内涵方面，吴必虎在对上海市郊区旅游

开发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正式提出环城游憩带

的概念［%］。魏小安提出环城市旅游度假带概念，并

且对该概念的 % 个要素进行了内涵阐述：“ 环”字标

明一个区位；“城市”体现了发展的市场目标；“度假

旅游”是提供的产品；“ 带”是一个带，不是一个点，

同时因为圈是一个封闭的，而定义为“ 带”则意味着

可以因地制宜、适度发展［B］。

在成长模式与空间结构方面，吴必虎通过对上

海的实证研究，对中国环城游憩带的空间结构特征

进行了再修正［E］。郭鲁芳提出基于“ 核特征”的环

城游憩带的 C 类成长模式：卫星模式、哑铃模式和泛

三角模式［*］。赵媛在归纳我国近 B# 年环城游憩带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环城游憩带 * 种空间结构

模式：G) G 罗多曼模式、20/N<,. O+) P.;=<@3 模式、

同心圆圈层结构、环带状结构、“星系”结构以及“长

藤结瓜”式结构［B］。

在游客流空间圈层分异方面，不少学者还根据

实证研究，游客流空间分异做了相关探讨。吴必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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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发现：城市近距市场（!" #$ 以内）占据城

市出游机会的 %"& 左右［!］。针对单纯以空间距离

来研究环城游憩带的圈层结构的片面性和不准确

性，粟路军以长沙市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城市

居民环城游憩理想距离分布围绕 ’ ( ) * 车程双向

递减，集中度明显［+］。

此外，针对环城游憩带旅游活动类型的空间分

异，也有学者根据武汉、上海、长沙等城市的调查研

究提出了一些分异规律［+,-］。在开发模式方面，赵媛

归纳出风景名胜区、主题公园、产业旅游等 ! 种开发

模式［’］。

由此可见，以服务于大都市一日游和两日游为

主要目的的大都市环城游憩带的旅游活动具有如下

特点。

’）时间成本门槛较高。由于游览时间有限，时

间成本在影响旅游者选择目的地的作用明显。因

此，必须满足游客“快进快出”的需要［’"］。

)）休闲性、娱乐性和康体性要求高。环城游憩

带的游客主体是都市居民，其旅游动机的特殊性决

定了环城游憩带旅游活动内容的特殊性。

.）景观差异性要求高。都市近郊的一日游、两

日游是都市居民利用闲暇时间摆脱“ 混凝土森林”

的束缚，回归自然、亲近自然，减轻日常生活压力的

重要方式。因此，“ 乡村性”、“ 生态性”是环城游憩

带的重要特征。这也体现在游客选择环城游憩带旅

游地时，首选山地风光与森林景观、水上风光等资源

型旅游地。据吴必虎等的实证研究，游客对这两种

类型的旅游地的喜爱程度高达 ./0 !&［’’,’)］。也就

是说，环城游憩带的构建，是依靠体验界面的“ 落

差”赢得体验的“美感”［%］。

1）旅游活动的频度高，时段性明显。环城游憩

带的旅游活动以一周为周期，时段性较强。游客主

要集中在周末及五一、端午等小长假，且旅游频度

高，多为“回头客”［’.］。

!）游客对旅游地“地方依恋”等文化、情感诉求

趋势明显。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在城市生活

中的“认同”和“归属”等社会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

而日趋期望将这种诉求在旅游活动中得以实现。作

为已经融入游客日常社会生活场所体系的城郊旅游

地来说，只有满足了游客的文化、情感需求，使其产

生像“家”一样的眷恋，才能使其“流连忘返”。这样

的城郊旅游地才能具有生命力。

%）游客组成层次多样性。诚然，具体到某一个

旅游景区，其目标市场是特定的。但就总体而言，环

城游憩带要满足城市内部所有层次的休闲需求，尤

其是广大中等收入阶层的需求。

) 重庆大都市环城游憩带的发展现状

与特殊性分析

)0 ’ 环城游憩带的发展概述

随着主城都市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时尚旅游

的逐渐兴起，大众化休闲时代加快到来。越来越多

的重庆主城居民开始选择在周末或短假进行旅游。

旅游已成为节假日休闲娱乐的一大时尚。居民旅游

需求从传统景点向“ 健康、时尚、个性”的方向发展。

作为拥有 ’ .%’0 .! 万城镇常住人口的重庆主城区，

其旅游消费力巨大。根据世界旅游业发展的规律，

当人均收入达到 ’ """ 美元时，国内旅游就会兴旺

起来。而在 )""/ 年上半年，重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就已达 / ".1 元人民币，超过了该标准。据

统计，)""+ 年重庆市都市居民在文化娱乐、旅游和

保健等方面的人均花费达 ’ )"" 余元。其中，人均

旅游总花费达 !/10 .! 元，增长 ’!0 %& 。此外，随着

重庆“ 一小时经济圈”的建设，形成了以主城为中

心，呈放射状的高等级公路体系。与周边接壤的主

要城市全部实现高速公路连接，实现高速公路 1 *
通达 1" 个区县。围绕主城相对便捷的交通体系基

本形成，这为环城游憩带的发育提供了良好的基

础［’1］。

)0 ) 环城游憩带形成与发展的特殊性分析

’）山地城市交通的特殊性。作为典型的山地

城市，重庆都市环城游憩带的形成和发展有其不同

于成都等平原都市的特殊性。重庆主城各组团之间

以及城乡交通联系主要依托高等级、封闭式的高速

公路体系。于是，在方便有车族的出游的同时，作为

广大的“无车族”游客群体却被“ 边缘化”。也就是

说，高速公路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对“ 无车族”等层次

消费者的旅游需求起到了很大的抑制作用。因此，

山地城市交通的特殊性使得重庆环城游憩带的发展

滞后，急需拥有便捷公共交通体系的旅游目的地来

填补环城游憩带的空缺。

)）都市环线发展对环城游憩带的制约性。由

于重庆特殊的地理特征和区域经济背景，使重庆市

的环线建设滞后。目前，仅有内环线已经通车（ 图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环城游憩带旅游地

“带状”结构的形成。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周末一日

游、两日游景点，仅以散点状分布于放射状高速公路

的两侧，尚未形成较大规模且发展速度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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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重庆市环线建设示意图

#）产业城市的历史局限性。历史上，重庆市一

直是典型的产业城市，第二产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使旅游业等文化娱乐产业的发展较为滞后。因此，

重庆市环城游憩带发展的历史本底较差，这在一定

程度上也影响了都市环城游憩带的发展［!$］。

%）宏观政策环境优越，发展前景看好。环城游

憩带多处于城乡结合部，起着联系城乡经济的纽带

作用。随着重庆市被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政府为加快环城游憩带的建设，把乡村

旅游纳入环城游憩带的发展当中来，将 &’’( 年定为

“重庆乡村旅游年”，准备开工建设 !’’ 个乡村旅游

项目，为市民提供更多更好的休闲去处，并规定了针

对兴办乡村旅游的企业的免税等优惠措施。这些势

必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重庆大都市环城游憩带的纵

深发育［!)］。

$）地域人文性格的特殊性。重庆环城游憩带

的游客主体是重庆主城区居民。深受巴渝文化影响

的重庆人，性格耿直、豪放、活力十足，性格外向。因

此，重庆环城游憩带的建设应主要考虑重庆的人文

性格特点来量身打造相应的旅游项目。

)）“乡村性”旅游资源的富集。作为西部年轻

的直辖市，山城重庆拥有地域广阔的乡村腹地，各类

型乡村旅游资源异常丰富，为环城游憩带乡村旅游

产业的开发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便于根据各区县产

业特色进行包装与打造，形成各具特色、主题鲜明的

乡村旅游连绵带。如江北区双溪的奶牛养殖业、白

市驿的农业体验、璧山的花卉苗木以及北碚的“ 美

丽乡村”大型旅游集群等，都可以互补互利，形成环

城游憩带的重要环节。

# 环城游憩带的构建与县域旅游产业

发展作用面剖析

" " 根据上述对环城游憩带旅游活动的特征分析，

系统解构县域旅游产业系统组成，针对其不同层次

的产业子系统进行分别剖析，归纳出两者的作用面

与形成的应对策略，进而得到重庆市环城游憩带构

建与县域旅游发展作用机制剖析图（图 &）［!*+!(］。

由此可见，重庆都市环城游憩带的构建将对县域

旅游产业各子系统都产生相应的影响。对与主城区

相邻的各区县而言，只有在都市环城游憩带的构建过

程中，不失时机地对各子系统进行调整，才能在激烈

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形成环城游憩带核心功能区。

% 环城游憩带建设背景下周边县域旅

游产业发展建议

%, ! 充分挖掘区位优势，合理定位目标市场

相邻都市区的区县应充分挖掘自身的区位优

势。细分主城区客源市场，细化为各种阶层与文化、

收入层次。根据自身特点并参照相邻其它区县的市

场定位，在环城游憩带的圈层结构中，找到本区县的

相对应的功能定位与市场定位。

%, & 健全旅游交通体系，保障游客“快进快出”

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尤其是主城区与县域

旅游接待中心、县域旅游接待中心与景区以及景区

内部之间的交通。在各个层面上都可以保证让游客

做到“快进快出”。

%, # 重视文化性、体验性旅游产品开发，培养游客

“地方感”

环城游憩带旅游活动具有高频度特点，而如何

使游客“流连忘返”，产生“ 地方依赖”等心理情节，

从而多次来此旅游，使得景区真正进入游客个人日

常生活的场所体系，这是县域旅游产业发展中，必须

高度重视的问题。缘此，必须加大对各种服务设置、

服务人员素质的培养，从游客的社会阶层、亚文化类

型角度来设置旅游产品，突出个性和品位，使游客产

生一种“ 宾至如归”的感觉，产生一种类似对“ 家

（-./0）”一样的眷恋之情。

%, % 深入挖掘本区县文化内涵，提高景区竞争力

有文化内涵和底蕴的旅游地才是具备持久生命

力的景区。景点的原真性和乡村性固然重要，但文

#第 & 期" " " " " " " " 高" 鑫，等：环城游憩带对周边县域旅游产业影响机制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图 !" 重庆市环城游憩带构建与县域旅游发展作用机制剖析图

化内涵同样打动游客，产生文化上的“ 共鸣”，尤其

是具有一定知识层次的消费者。根据国内外的相关

研究，没有文化内涵的景点，很难让游客产生“ 回

游”可能。

#$ % 依托“乡村性”，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紧紧围绕都市居民的需要，开发“适销对路”的

旅游产品。打好“乡村性”这张牌。此外，主城各相

邻区县应根据自身农业产业特色与景观特质，寻求

特色经营与错位竞争。力争使每个区县一个主题，

每个区县一个形象，各个主题形象相互支撑，形成

“特色串联”，搞好区际旅游协作，共同构成一幅环

绕重庆主城的“乡村绿色生态画廊”。

% 结论

重庆大都市环城游憩带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

不断发育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必将对其周边县域旅

游产业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力。各县域主体只有

抓住机遇，融入环城游憩带的建设中去，并逐渐成为

都市居民日常生活场所体系的一部分，才能够实现

本县域旅游产业的和谐、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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