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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域共生的古镇(村)旅游驱动模式探讨
———以重庆16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为例*

毛长义,张述林,田万顷

(重庆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400047)

摘要:针对古镇旅游资源自身存在的局限性﹐运用区域共生思想﹐探讨古镇旅游如何通过与区域关联要素的协同

发展以突破困扰其发展的瓶颈。按照古镇与城市的空间关系把古镇划分为城区型、近郊型和偏远乡村型3种类型

﹐进而根据各类型古镇旅游发展的现实条件及驱动力等方面的差异﹐提炼出3种基于区域共生的古镇旅游发展驱

动模式﹐即城市居民游憩需求驱动下的“古镇—城市”共生模式、旅游热点(线)带动下的“古镇(村)—景区”共生模

式和旅游良性竞合下的“古镇(村)—古镇(村)”共生模式,然后探究各类型古镇与区域的共生特征、旅游发展动力机

制和驱动策略。以重庆16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为例﹐通过区域特征、区域格局分析,分成重庆“一小时经济圈”、

渝东北、渝东南等3种空间类型,从区域共生视角分别深入探讨了各类古镇旅游驱动发展对策。研究表明﹐古镇旅

游要突破自身局限性﹐必须根据区域内城市发展水平、旅游资源品位及与其它古镇关系等关联条件﹐选择适宜的

依附式和差异性发展方式﹐促使其有机地融入区域旅游发展的大格局之中﹐寻求古镇与城市、知名景区、其它古镇

之间的联动互促,以谋求借势发展和区域旅游格局的整体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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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旅美画家陈逸飞的一幅《故
乡的回忆》让周庄走向了世界,也拉开了中国古镇

(村)旅游的序幕。此后,以周庄、同里、乌镇、甪直、西
塘、南浔为代表的江南水乡古镇,以丽江大研镇为代

表的少数民族风情古镇,以西递、宏村为代表的皖南

徽州古村落等,纷纷成为国内外旅游的热点,有力地

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为古镇传统文化的保

护提供了动力和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一些古镇在旅

游发展过程中亦暴露出旅游容量超载、过度商业化、
空心化等诸多问题。多年实践证明,旅游利用,不失

为是对古镇保护的一种最佳方式,或者它正是当前对

少数幸存的古镇的一种最及时的抢救[1]。目前而言,
能够借助旅游业发展得以较好保护的古镇(村)毕竟

也只占少部分,大多的古镇(村)因种种因素的制约而

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旅游发展乏力,保护资金

匮乏的境地。
当前,关于古镇(村)旅游的研究,国外学者较关

注古镇旅游发展影响、旅游发展与文化原真性保持之

间的关系、旅游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问题[2]。而国内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古镇(村)旅游资源特点和价

值,古镇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旅游对古镇的影响,古
镇旅游流和客源市场,古镇旅游存在问题及对策等方

面[3]。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因对古镇旅游发展规

律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对古镇旅游发展对区域背景的

强依托性重视不够,研究视野局限于古镇自身,而鲜

有古镇旅游与区域旅游的整体性、联动性研究。且国

内研究案例过于集中于少数旅游热点古镇(村),而对

大多数古镇(村)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乏力等问题缺乏

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研究。本文从区域共生视角剖析

古镇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及整合模式,并以重庆16
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为例,加以具体分析。

1古镇(村)旅游与所在区域的共生分析

1.1“古镇(村)—区域”共生关系系统

区域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多重嵌套结构的复杂系

统,区域单元间形成了种种彼此相关的关联性,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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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与流场等联系在一起,流、场、链是区域协同的

媒介与域。区域关系纵向上表现为区域间的嵌套关

系,横向上表现为同级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制
约与被制约的关系。区域共生是指区域单元与要素

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相互促进、相互嵌

套的基本状态,它是实现要素整合与合理配置,实现

效用最大化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区域协同与持续

发展的重要路径。区域共生的机理在于区域是一个

复杂的自组织与他组织系统,由若干不同等级、不同

功能的单元构成,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是客观存在

的,区域差异是客观事实,多元、开放、包容是区域的

特质。区域共生正是基于以要素流与场域为媒介的

区域竞争与合作发展模式,用于解决区域共生过程

中的问题。因而,古镇(村)与区域的关系,既体现在

古镇(村)与所在的旅游区空间之间的纵向关联,表
现为点与面的关系;又体现在古镇(村)与区域内互

相毗邻的城镇、景区等共生单元间的横向关联,表现

为点与点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古镇(村)—区域”
共生关系系统(表1)。

表1 “古镇—区域”关系系统

空间关系 关系类型 发展关联

点-面关系

城区型(古镇

位于城市中)

近郊型(古镇位于

大中城市近郊区域)

(偏远型)古镇位于

远离大中城市的乡村区域

区域 发 展 为 古 镇 发

展提供基础

环境与动力,古镇发

展带动区域发展

点-点关系

古镇—城市

古镇—景区

古镇—古镇

由空间近邻关系,可
产生辐射带动、合作

互促 或 竞 争 屏 蔽 等

效应

1.2“古镇(村)—区域”旅游共生关系分析

近年国内古镇旅游发展的实践表明,毗邻大中

城市或知名景区的古镇更容易获得旅游开发的成

功。这与古镇的旅游特性及依附发展的特征密切相

关。国内现存的一些古镇(村)尽管具有较高的历史

文化价值,但其规模普遍较狭小(表2),兼之相对单

一的文化旅游产品客源市场有较强局限性,因而成

为独立旅游目的地的劣势明显。
表2 国内典型历史文化名镇(村)面积

古镇(村) 周庄 同里 甪直 乌镇 西塘 南浔 西递 宏村 大研镇

面积/km2 0.470.33 1.0 2.5 1.08 1.2 0.130.19 3.8

  数据来源:根据古镇(村)所在的地方政府网站资料搜集整理。

根据旅游者决策行为的最大效益原则,只有当从

居住地到旅游地的单调旅行所耗费的时间与在旅游

地游玩所耗费的时间的比值小于某个临界值时,人们

才会作出到当地旅游的决策[4]。旅游地要想成为具

有较广泛吸引效应的旅游目的地,就必然要求其能够

提供游玩的时间要足够长,且途中旅行时间相对要

短,相应地要求有充裕的旅游空间。纵观国内近年旅

游发展较好的旅游目的地区域,自然型核心景区面积

动辄几十乃至数百平方千米之广(表3),人文型、文化

体验型景区面积虽相对较小,但大多仍是古镇(村)面
积的数倍。面积狭小的古镇(村),决定了其旅游功能

的相对单一,往往只能作为区域旅游格局中的亮点,
体现出对区域背景的强依托性。古镇(村)旅游发展,
不只与自身吸引力有关,与所在区域旅游资源的品位

和丰度,区域旅游整体发展的程度,以及与主体客源

市场的远近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性。这就要求对古镇

旅游发展动力的分析,要从区域旅游系统的宏观视角

入手。
表3 国内部分著名景区的面积

景区 鼋头渚 黄山 九寨沟 武陵源
玉龙

雪山
西湖 碧峰峡 华侨城

面积/km2 5.39 154 720 264 260 60 20 4.8

  上述景区或景区所在的地方政府网站。

  把区域共生思想渗透到旅游领域来看,古镇旅

游的成功与否,除自身因素外,还取决于由景区

(点)、客源市场、依托城镇、旅游通道等因素构成的

区域旅游网络结构的优化和发达程度,因为这影响

到古镇旅游介入机会的高低。为促进二者共生发

展,需着眼于区域整体实施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和

全面整合,通过内部结构的重组推进区域旅游一体

化共生,并在旅游市场这一共生界面中相互促进、共
同发展,构筑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5]。从纵向关联

角度而言,就是把古镇旅游发展有机融入到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及区域旅游发展的大格局中,谋求借势

发展。从横向关联来说,就是针对旅游客源市场需

求,将具有相似性的同类旅游资源(如古镇),通过整

合产生规模效应;将具有互补性的异类旅游资源(如
异质型景区),通过优势互补,创造更强的整体竞争

优势。

2区域共生视野下古镇(村)旅游驱动

模式
2.1以大中城市为原点的古镇分布类型及区域特征

鉴于古镇旅游对城市客源市场的较强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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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中城市为原点,把古镇分为城区型、近郊型和偏

远乡村型3种类型。各类型古镇体现出相应的区域

性发展特征。

1)城区型。即古镇(村)位于城市的情形。这种

情况是由于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化区域的

扩张,原来处于近郊区的古镇(村)被纳入城区。严

格意义上来说,因其周围没有广阔的乡村腹地而被

列为城市的传统特色街区,不再将其归入古镇(村)
范畴。由于已与现代城市有机地融为一体,作为记

忆城市历史的载体,古镇的传统风貌与风情特色弥

足珍贵,古镇保护面临的压力更大。古镇功能定位

及发展的动力,较大程度上来自于都市居民的休闲

游憩需求与都市区发展的双重驱动。由于要直接面

对现代化、商业化、城市化的强力冲击,确定合理的

功能定位,构建有效的古镇传统文化保护与现代城

市发展之间的过滤与分离机制,是该类古镇旅游健

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2)近郊型。即古镇(村)位于大中城市近郊区域

的情形。受城市居民日益增强的休闲旅游需求推

动,以及级差地租与旅游成本因素的影响,我国大中

城市的环城游憩带区域陆续形成[6]。突出自然、生
态和乡土文化特色的乡村旅游是其主打产品。处于

这一区域的古镇(村)以其质朴、真实的传统风貌和

别样风情受到城市居民的青睐。其旅游开发建设的

重点在于构建现代旅游功能设施与传统乡村聚落景

观的协调机制,并促进古镇(村)旅游与周边乡村景

区(点)、农家乐及乡村酒店设施建设有效整合。

3)偏远乡村型。即古镇位于远离大中城市的乡

村区域的情形。与前两类古镇受到较强的城市化、
现代化的冲击不同,此类古镇因远离大中城市,经济

和社会发展普遍滞后,这一方面有利于其被动保持

一种原始、质朴的乡村风貌特色。另一方面,因受人

们的保护意识及资金条件制约,保护形势往往非常

严峻。这类古镇旅游发展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

少数古镇依托邻近的知名景区带动,区域旅游业得

到较快发展,如皖南古村落之于黄山;另一种情况是

大部分地处偏远的古镇因区域旅游发展滞后,自身

又难以吸引中远程游客,存在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

2.2基于区域共生的古镇旅游驱动模式

在上述各类型古镇区域发展条件及特征分析基

础上,基于区域共生理论的古镇旅游发展驱动力角

度,本文总结出3种古镇旅游驱动模式(表4)。

1)城市居民游憩需求驱动下的“古镇—城市”共

生模式。鉴于旅游发展对客源市场的依赖性,大中城

市旅游需求旺盛,拥有近邻优势的古镇(村),无疑易

获近水楼台之利,从而出现“古镇—城市”共生模式。
我国各地众多城市及近郊古镇(村)旅游发展的实践

亦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上述城区型和近邻型的古

镇属于此种情形。该共生模式要求密切关注大中城

市旅游需求及变化特征,适销对路地开发古镇特色旅

游产品,不断增强古镇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使其

成为更多城市居民休闲度假的重要选择。
随着国内以高速公路为主干道的区域交通条件

的改善以及自驾车逐步增多,旅游者的活动范围和

旅游选择也日益增多,拥有大中城市优良市场区位

的古镇旅游也必然面临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依托

古镇传统风貌的单一的古镇文化观光型旅游产品,
已难以满足旅游者“求新、求异、求美、求乐”的需求,
对古镇旅游要素进行全面、深度开发,促使古镇旅游

产品向休闲度假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它要求一方面

加强对古镇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合性保护开

发,强化古镇自身特色;另一方面,加强对古镇所在

区域旅游资源、休闲度假设施的整合利用力度,向复

合型旅游地转变,不断提高区域的整体吸引力。现

实发展中,周庄、同里、朱家角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镇普遍树立了以全镇区范围为旅游发展空间构建古

镇旅游圈的发展理念,旨在利用所依托乡村腹地优

美的自然环境及良好的生态资源发展生态度假、休
闲度假旅游,并纷纷开启文化转型之路[7],正体现了

古镇旅游发展向外整合的趋势。

2)旅游热点(线)带动下的“古镇(村)—景区”共
生模式。古镇(村)处于旅游热点区域,或能够融入

旅游热线,则无疑可获得借势发展的机会,从而导致

“古镇(村)—景区”共生模式的出现。诚然,这种机

会的获得较大程度上得益于二者在资源特征及旅游

功能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关联。以丽江为例,丽江

古城(大研镇)、玉龙雪山、泸沽湖等多个世界一流的

旅游资源在区域内高度集中,形成多金字塔型的复

合型结构,自然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为区域旅游网

络的优化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古镇(村)—景区”共生关系的形成,关键在于利

用二者在旅游资源特征上的差异,通过合理组配形成

旅游吸引叠加,在游客心中建立起不可分隔的统一旅

游目的地形象。黄山与徽州古村落的共生发展是另

一典型案例,据调查,有67.1%的游客在游西递之前

游过黄山风景区或计划去游黄山风景区。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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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互补性旅游功能开发,介入旅游热线(点)。位于

陕、甘、川三省交界处的青木川古镇,因处在从西汉高

速(西安—汉中)到九寨沟黄金旅游线路的必经之地,
从而使这个以往贫穷落后的偏僻小镇,以旅途休息、
特色餐饮、陕南古镇观光为主体功能成功介入九寨沟

旅游热线,从而逐步脱贫致富。

3)旅游良性竞合下的“古镇(村)—古镇(村)”共
生模式。处于近距离或面向同一目标市场的古镇之

间,现实中更多体现出因资源及产品雷同产生的竞

争关系。如张哲乐经过对成都周边古镇旅游发展的

研究发现,这些古镇在建筑风格和景观、游乐活动、
旅游商品、古镇食品等方面有明显的雷同性表现[8]。
显然,恶性竞争中的两败俱伤或一方对另一方的屏

蔽压制均非理想结局,旅游良性竞合下的“古镇

(村)—古镇(村)”共生模式,才是理想的选择。即通

过采取差异性战略,以合作性竞争实现古镇之间的

功能互补和良性互促。
由古镇旅游产品间的同类竞争转化为异类共

生,关键在于通过对古镇文化特色和资源特征的深

入比较分析,找出每个古镇所具有的独特个性。并

结合旅游需求特点,对古镇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行差别化整合开发、包装与促销,凸显各自特色以

增强其互补性和差异性,并通过全面加强古镇间旅

游合作推进一体化共生。江南六大水乡古镇旅游在

突出“商业古镇周庄,居住古镇同里,宗教古镇甪直,
诗画乌镇,财富南浔,生活西塘”等各自特色的同时,
正在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实施古镇旅游竞合

模式的探索中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表4 基于区域共生的古镇旅游驱动模式

区域共生类型 共生特征 动力机制 驱动策略

“古镇(村)—城市”型 互需型 大中城市旅游客源市场需求驱动

针对城市居民休闲游憩需求特征,进行

古镇旅游的特色化、整合性开发,推进

供需有效对接

“古镇(村)—景区”型 互补型 知名景区(点)或旅游热线带动 捆绑式、一体化旅游整合开发与营销

“古镇(村)—古镇(村)”型 竞合型 变同类竞争为一体共生和互补共赢
差异化开发基础上加强合作,构建一体

性良性竞合格局

  应当指出的是,在现实发展中,一些古镇面临的

区域发展背景往往是以上几种简单类型的叠加复

合。古镇旅游发展共生发展动力来自于主导因素与

非主导因素的共同作用和整合效果,且随着时间的

推移主导性因素可能会发生变化。古镇、城市、景区

等节点存在多种数量匹配和空间匹配关系,构成错

综复杂的区域旅游网络。应从区域旅游网络结构的

优化入手进行综合分析,从而为古镇旅游健康发展

做出科学合理的判定及决策。

3实证研究
3.1重庆市16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

重庆所辖区域属我国陆地地势第二级阶梯,中
山、低山面积约占全市面积的75.9%,构成以山地

为主的地貌形态类型组合特征[9],同属长江水系的

河流众多,形成了独特的山水格局。重庆古镇大都

分布于江河之畔,结合地形和周边的山水风貌,巧借

因势,形成簇群式聚居格局。以穿斗房、吊脚楼、石
板路、戏台、会馆、寺观为代表的建筑形态反映出极

具特色的建筑风貌与文化内涵。这些古镇是大三峡

文化、移民文化和地方民族文化的缩影,同时又受到

周边地域文化形态的影响,兼收并蓄,显现出山川自

然、历史文化、民族风貌的独特性、实用性和美学价

值[10]。

3.216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的区域格局

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陆续联合公

布的前5批共350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中,重
庆有16个古镇先后入选。其中龙兴古镇、丰盛古

镇、偏岩古镇、走马古镇位于重庆主城九区的乡村地

带,涞滩古镇、双江古镇、中山古镇、东溪古镇、安居

古镇、路孔古镇、松溉古镇、白沙古镇、塘河古镇位于

主城九区之外重庆一小时经济圈的其他区县,西沱

古镇位于长江南岸,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所辖,宁厂

古镇位于长江支流大宁河沿岸,处于巫山-巫溪-奉
节旅游金三角的中心地带,龙潭古镇则位于经济和

社会发展普遍滞后的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封三彩

图1),旅游业虽然潜力巨大,但现实发展尚面临瓶

颈突破。

3.3区域共生视野下重庆古镇旅游驱动发展对策

1)重庆“一小时经济圈”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旅

游发展的驱动对策。到2010年末,重庆一小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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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常住人口1764.49万人,区域经济实力较强,旅
游需求旺盛。主城九区未来几年将建成1000万常

住人口的特大城市,旅游市场潜力巨大。当前,除龙

兴古镇藉区位之利(离主城城区最近),涞滩古镇(毗
邻国家风景名胜区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钓

鱼城)、中山古镇(毗邻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四面山)
借助知名景区的带动,古镇旅游有了一定发展外,其
余9个古镇旅游吸引力有限,旅游人次尚不成规模,
旅游发展动力不足。重庆环城游憩带拥有众多旅游

资源单体,每个资源单体的体积或范围都比较小,不
具有规模效应。但这些资源单体或类别在地域上相

间分布,具有良好的组合效果[11]。因而,针对重庆

城市居民休闲旅游需求,应通过深度挖掘凸显古镇

文化特色,并有机整合周边旅游资源,推进古镇旅游

与乡村观光旅游、生态度假旅游、民俗风情旅游的结

合,以不断增强区域旅游的整体吸引力,进而促进古

镇旅游发展。
因13个古镇相对集中处在重庆一小时经济圈

内,相似的区域地理环境及人文环境亦带来古镇风

貌及风情的部分雷同现象,且都把重庆主城区城市

居民作为主要目标市场。因而,应通过深入地比较

分析和精心设计,进行差异性、主题式开发(如走马

古镇主打中国民间故事之乡,双江古镇则突出国家

主席故里,涞滩古镇突出“瓮城”特色景观等),以突

出古镇个性,避免恶性竞争。同时,在适当时机,积
极推进古镇间在开发及营销中的合作,共塑“和而不

同”的山地古镇旅游形象。

2)渝东北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旅游驱动对策

(包括宁厂古镇和西沱古镇)。宁厂古镇是我国历史

上的早期制盐地,同时也是巫巴文化的孕育地,发展

至今已有约2000年的悠久历史。其所在区域旅游

资源富集,被誉为重庆旅游十二五期间重点突破的

“金三角”,发展潜力巨大。沿大宁河下游有国家5A
级景区小三峡,进而进入国家风景名胜区长江三峡

的核心区域。三峡水库蓄水后,长江支流水系通航

条件得到很大改善,这为三峡腹地旅游资源的开发

带来了良机。因而,宁厂古镇旅游发展目前可谓占

有天时、地利之便。宁厂古镇旅游发展一方面要积

极融入到“金三角”区域旅游发展的“大盘子”,通过

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合开发提高自身的吸引

力和陆路可达性,成为支撑区域旅游发展的王牌产

品。另一方面,要利用三峡工程竣工后长江三峡旅

游转型升级和空间拓展的良机,借势发展,争取成为

三峡腹地延伸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其中,还
要处理好与邻近的大昌古镇的关系。大昌古镇应突

出袖珍古城、移民新镇的特色,宁厂古镇则应凸显巫

巴盐都的历史沧桑感,通过深化实施差异化开发达

成二者的良性竞合格局。
位于长江沿岸的西沱古镇,以垂直长江、蔚为壮

观的云梯街著称于世,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街”。
虽处长江三峡黄金旅游热线上,但因未被旅行社和

游船纳入传统长江三峡游的游览景区(点)而游客甚

少,古镇区日趋破败。其未来出路在于通过创新运

营机制,加强古镇区修复和旅游开发力度,增强自身

吸引力。进而,争取旅游社和游船将其早日纳入长

江三峡游的必游景点。同时,鉴于其近邻的黄水国

家森林公园近年来面向重庆主城区的休闲度假旅游

发展势头良好,可与其进行捆绑式的整合开发与营

销,共同打造集森林、古镇、民族特色于一体的多功

能复合性旅游目的地。

3)渝东南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旅游驱动对策。
包括位于渝东南的龙潭古镇等。古镇所处区域为经

济和社会发展滞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该地区拥有乌

江画廊、小南海、桃花源等为代表的景区(点),以及

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风情景观,虽具较高旅游价值。
但因受交通条件、距目标市场较远等因素制约,一直

没有形成较大的旅游产业规模,长期处于古镇旅游

发展动力不足、保护资金匮乏的境地。随着渝怀铁

路、渝湘高速公路的贯通,以及舟白机场的建成,古
镇所在的渝东南旅游发展的对外交通条件已有了质

的提高。但通往景区的内部交通条件仍亟待改善,
旅游景区开发的整体粗放局面尚没得到根本改变,
目前对中远程游客的吸引力有限。

基于上述状况,龙潭古镇当前最关键工作是加

强政府主导下的古镇的修复与严格保护,在此前提

下进行适度开发。突出其浓郁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

风情特色,尽快形成渝东南地区民族风情旅游的突

出亮点。进而,伺机而动,逐步加强与周边的桃花源

景区、龚滩古镇、乌江画廊等的整合开发力度。假以

时日,随着该区域旅游由温转热,龙潭古镇定会迎来

旅游发展的春天。

4结语

我国的古镇(村)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

人文景观,但不同区域古镇(村)旅游的发展过程和

发展途径却存在较大差异。决定古镇旅游发展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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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不只包括古镇自身,还对其所处区域背景具有较

强依托性。从区域共生视角剖析各类古镇旅游的发

展动力,研讨古镇(村)旅游如何有机融入区域旅游,
进而形成与区域市场、景区其他古镇(村)间的良性

互动和共赢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鉴于

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需要通过建立地区合

作机制平台才能得以加强[12],因而古镇(村)旅游与

区域关联要素之间协同机制的构建无疑是促进其共

生发展的前提保障,这也是今后亟待深入研究的重

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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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DrivenModelofAncientTownTourismBasedontheRegionSymbiosis:
ACaseStudyofSixteenNationalHistoricalandCulturalTownsinChongqing

MAOChang-yi,ZHANGShu-lin,TIANWan-qing
(CollegeofGeographicalSciences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0047,China)

Abstract:Inaccordancewiththelimitationoftourismresourcesinancienttown,tobreakthroughthebottleneckofdevelop-
ment,thispaperdiscussesthecollaborativedevelopmentwaybetweenancienttowntourismandassociatedregionalfactors
throughutilizingregionalsymbioticthought.Firstofall,accordingtothespacerelationofancienttownandcity,theancient
townisdividedintocitytype,suburbantypeandremotevillagetype.Secondly,accordingtothedifferencesofrealisticcondi-
tionsanddrivingforceofancienttowntourismdevelopment,threekindsofdrivenmodelofancienttowntourismarebasedon
regionalsymbiosis,whichincludestown-citysymbioticmodedrivenbyurbanresidentsrecreationdemand,town-scenicspot
symbioticmodedrivenbyrapiddevelopmentofscenicspot,town-townsymbioticmodedrivenbybenigncompetitionandcoop-
eration.Andthenthesymbioticcharacteristics,dynamicmechanismanddrivestrategybetweenvarioustypesofancienttown
andregion,areexplored.Finally,sixteennationalhistoricalandculturalnametownswhicharedividedintoanhoureconomic
circle,ChongqingnortheastandChongqingsoutheast,forexample,havecarriedontheanalysisofregionalcharacteristics,

patternanddrivingcountermeasuresfromregionalsymbioticviewingangle.Researchshowsthat,theancienttowntourism
shouldbreakthroughownlimitations,accordingtoregionalbackgroundconditionsaboutdevelopmentlevelofregionalcity,

gradeoftourismresources,andrelationshipbetweentown,chooseappropriatedifferentwaysofattachmenttypedevelopment.
Thustheancienttowntourismcouldgraduallyblendinthebigdevelopmentpatternofregionaltourismandmakerapiddevel-
opmentthroughtakingadvantageofdifferentdevelopmentcombinationwhichincludesancienttownandcity,ancienttownand
famousscenicspot,ancienttownetc.
Keywords:regionsymbiosis;ancienttowntourism;drive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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