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9月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Sep.2014
第31卷 第5期 Journalof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NaturalScience) Vol.31 No.5

   DOI:10.11721/cqnuj20140526

区域旅游集成开发研究
*

———以重庆市长寿区为例

武 光,罗仕伟,张海龙,张有明

(重庆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引入产业集成思想,依据旅游业在区域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区域旅游集成开发概念。根据旅游产业在区域

产业中的地位,将之分为主导型开发和非主导型开发两种类型。从基础分析、开发路径两方面出发,构建了区域旅游集成

开发理论框架,其中基础分析包括经济区位、区域产业、旅游资源等3个方面,开发路径包括产业定位、开发定位、空间布

局等3部分。应用上述框架,对重庆长寿区旅游开发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该区具有区位交通优势、产业集聚优势和旅游

资源富集优势,并提出了服务功能的产业定位、高端商务度假的开发定位和“三圈一体”的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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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旅游开发是为了发展旅游产业、实现经济社会效益而进行的一系列开发建设活动。区域旅游究竟应该

如何开发,现有文献从旅游资源[1-3]、区位条件[4-6]、空间结构[7-9]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提出了多种开发模式

或开发路径。这些研究为区域旅游开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旅游产业具有综合性强、关联度高的特

征,与许多产业相互关联,因而无法独立于其他产业而独自发展。同时,旅游产业作为区域产业的组成部分,必
须要融入区域产业发展中,才能更好地发挥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以现有研究为基础,本文引入产业集成理论,
将区域旅游开发与区域产业发展的需要相结合,尝试从产业协调发展的视角来探索区域旅游开发。

1区域旅游集成开发

1.1产业集成

产业集成是将集成思想引入产业发展中来,通过一定结构层次而形成的一组积极的横向或纵向联系的产业

部门[10],这是一种新经济复合结构形态。它把若干独立运行的半自律子系统按某种联系规则统一起来,构成更

复杂的系统或过程[11]。产业集成的实质是通过有效整合资源、技术、市场来将分散优势整合成整体优势[12]。通

过有效的产业分工与协作,形成区域产业系统的集成创新[13],获取区域竞争优势并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发

展[14]。产业集成是在产业集群基础上的演进,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高级阶段[15]。它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
通过整合和利用现实资源和潜在资源实现资源效用最大化[16]。

1.2区域旅游集成开发内涵与类型

产业集成通过各个产业之间的融合创新,发挥各自作用,实现集成效应[11]。区域旅游集成开发是将产业集

成思想融入区域旅游开发中来,是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待开发,是从产业之间的关联来确定开发。旅游业与其

他产业形成相互支撑的价值链,这是以产品(有形产品或无形产品)为载体将一个产业所能拥有的价值进一步延

伸到其他产业,通过价值增值过程来提升区域产业规模。因此,在区域旅游集成开发中首先应确定旅游业在区

域产业中的功能和作用,进而根据这一功能和作用来确定如何进行开发。
产业集成将产业部门分为核心产业、相关产业、支持产业等3个层次,其中核心产业是产业发展的重心,与

核心产业存在纵向联系的产业部门是支持性产业,与核心产业存在互补关系的产业部门是相关性产业[10]。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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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次为划分标准,总体上来看,旅游产业在区域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旅游产业成为核心产

业,其他产业处于非核心地位;另一种是其他产业成为核心产业,而旅游产业处于非核心产业地位。旅游产业处

于核心产业则它在区域中的产业发展中处于中心地位,所有产业均围绕它来进行相应的支持和服务,这种开发

方式就是一种主导型旅游开发。旅游产业处于非核心产业地位则它在区域产业中处于辅助地位,因此它的开发

应围绕如何支持和服务区域核心产业,这是一种非主导型开发。在非主导型开发中,旅游业作为相关产业和支

持产业的开发也是不同的。作为相关产业则多体现在产业发展的横向联系方面[11],开发的重点是如何拓展现有

产业格局并突显产业发展主题;作为支持产业则多体现在产业发展的纵向联系方面[11],开发的重点是如何将自

身打造成为产业链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环节并增加产业的附加值。主导型开发围绕旅游产业作为区域的核心产

业来开发,使得其他产业能够融入到旅游产业发展中来并形成有效的协作。非主导型开发围绕区域核心产业而

展开,使得旅游产业更好地融入区域产业的发展。

1.3区域旅游集成开发理论框架

图1 区域旅游集成开发研究框架

区域旅游集成开发的理论框架由基础分析和路径选择两部分组成

(图1)。在基础分析中突出了区域经济与旅游资源,在路径选择中突

出了由产业定位再到旅游开发的核心逻辑。在分析中通过将经济区

位、区域产业与旅游资源相结合,明确了旅游产业的地位和应该发挥的

作用;在路径选择中通过将产业定位、开发定位和空间布局相结合,明
确了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开发措施。

在基础分析中,经济区位分析是针对本区域与相邻中心城市、产业

集聚区的连接程度和通达程度。区域产业分析是对整个区域产业发展

重点、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不仅要分析本区域的产业发展,也要分析与本区域关联的其他区域。旅游资源

分析是对区域旅游资源的类型、数量、等级、规模、空间分布等方面进行分析。分析经济区位可以得出该区域与

相邻区域的空间影响关系,分析区域产业可以得出旅游业在整个产业中应发挥何种作用,分析旅游资源可以得

出旅游产业在区域产业发展中的比较优势。因此,通过上述3方面的分析来确定区域旅游集成开发的类型,为
旅游开发路径的选择提供基础。

路径选择包括产业定位、开发定位、空间布局等3个方面,产业定位是明确旅游产业在整个区域产业中的地

位和层次,确定应该发挥的功能和作用。开发定位是根据旅游产业定位来确定相应的开发方向,包括旅游地的

开发类型、开发级别等内容。空间布局是根据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情况,将开发方向分解为相应主题,进而落实

到具体的空间范围内。产业定位决定了开发定位,开发定位将产业定位分解为具体的方向,空间布局将开发定

位落实到具体的空间范围,三者层次递进逐步将总体设想落实到具体的操作措施。
基础分析服务于路径选择,路径选择依赖于基础分析,两者相互依存、互为依托。在基础分析中,经济区位

和区域产业为路径选择中的产业定位提供依据,说明了区域产业中发展的重点为旅游业的定位指明方向。旅游

资源则为开发定位和空间布局提供基础,只有在了解资源的禀赋情况和形态分布的基础上才能确定如何开发和

布局。

2长寿区旅游集成开发研究

2.1基础分析

2.1.1经济区位 长寿区地处重庆市中部,距重庆主城60km,是重庆1小时经济圈的核心功能区,与国内内陆

地区唯一的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两江新区毗邻。长寿区是重庆环主城休闲度假带的重要节点,距西南三大

航空枢纽之一的江北国际机场仅70km,渝长、渝涪、渝万等3条高速公路在此交汇,渝长高速将之与两江新区内

的中国唯一的内陆保税港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连成一线。长寿区还是重庆通往上海、成都和福州的交通枢

纽,渝怀铁路贯穿长寿,联系西南、中南和华东经济区。长寿区在经济区位处于核心区的边缘,受到重庆主城这

一经济中心的影响,其中两江新区对该区的辐射影响强度最大。

2.1.2区域产业 重庆市产业发展的主导思想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速发展现代

服务业,加快建成国家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而长寿区毗邻的两江新区是重庆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未来重庆产

业发展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该区以轨道交通、电力装备、新能源汽车、国防军工、电子信息等5大战略性产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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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并设立国家级研发总部、重大科研成果转化基地、灾备及数据中心等3大战略性创新功能基地。
长寿区产业的发展重点依次为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工业主要围绕化工、钢铁、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等5大产业,其中化工、钢铁产业承接重庆主城实行“退二进三”的产业梯度转移,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产

业是为重庆两江新区和西永微电园做产业配套。农业发展主要围绕都市近郊农业和特色农业,打造以现代农业

园区、沙田柚种植园区、现代畜牧园区为依托的现代农业基地。服务业中商贸物流和旅游产业是发展的重点。
商贸物流主要是发展与现有产业相关联的专业市场,区域自身需要的城乡商业网络,以及为产业园区服务的特

色物流。目前旅游产业围绕主城区居民周末度假需求而发展休闲旅游。
从以上可以看出,无论从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长寿区都紧紧围绕重庆主城区产业发展需要。长寿区

的核心产业是工业,工业中既有独立打造的产业,也有为其他产业集聚区配套的产业。承接了重庆主城区的产

业梯度。旅游产业和商贸流通业分属于服务业的发展重点。旅游业目前的发展仅仅为主城居民休闲度假需求

服务,与长寿区其他产业之间缺乏联系,与周边区域的产业发展也缺乏互动。从长寿区产业发展来看,旅游产业

作为处于重要地位而非核心地位。

2.1.3旅游资源 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长寿区涵盖了8大主类旅游资源,28
亚类,73种基本类型,共有241个资源单体。从旅游资源类别来看,长寿区旅游资源主要包括8大类,即以长寿

湖、大洪湖为代表的湖泊旅游资源;以大罗山、小罗山、菩提山为代表的山地旅游资源;以长寿寨、三道拐、龙山寨

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资源;以三洞沟、郭家溶洞为代表的地质旅游资源;以楠木院、西山竹海为代表的森林生态旅

游资源;以东林寺、天台寺为代表的宗教朝觐旅游,以两大工业园区为代表的工业旅游资源;以特色农业为代表

的农业生态旅游资源。

图2 长寿区旅游资源空间分布

从空间分布来看,长寿区旅游资源可以分为3部分

(图2),即以长寿湖为代表的东部旅游资源区;以菩提

山、三道拐、长寿寨等为代表的中部旅游资源区;以大洪

湖为代表的西部旅游资源区。其中东部的旅游资源等

级最高,长寿湖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中部的

人文旅游资源丰富,中部地区拥有建筑与设施、遗址遗

迹、人文活动等多个类别;西部的旅游资源数量和规模

较为富集,涵盖了水域风光景观、山岳景观、地文景观等

类型。

2.1.4综合评价 总体来看,长寿区旅游发展基础呈现

以下特征:第一,长寿区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优势明显,
尤其与两江新区这样的重要产业集聚区之间的交通十

分便利。一方面,这使得长寿区受到周边产业集聚区的

吸引,使得该区产业发展缺乏独立性;另一方面,这为长

寿区的产业发展提供了依附于周边集聚区的机遇。第

二,旅游产业处于非核心产业地位,不是长寿区产业发

展的重点。这说明长寿区旅游业在整个产业发展的地

位和作用相对较为次要,同时也说明该区旅游业要想得

到发展必须与其他产业建立联系,更好地服务其他产业来获得发展。第三,长寿区旅游资源种类丰富,资源分布

有序、空间组合较好,可以开发多种旅游产品。资源的丰富性使得为长寿旅游业的开发提供了开发弹性,说明该

区旅游产业可开发的方向具有多种可能。因此,长寿区旅游开发属于非主导型旅游开发,开发的核心是如何支

持其他产业发展。而长寿区产业发展是为重庆主城区产业服务,特别是与两江新区之间有一定的互补性,所以,
长寿区旅游开发的支持作用还应体现在为主城区产业服务,尤其是为两江新区服务。

2.2路径选择

2.2.1产业定位 依据非主导型旅游开发的思路,长寿区旅游产业发展总体定位为:区域产业发展中的服务产

业。充分发挥毗邻产业集聚区的经济区位优势、产业互补配套的集聚优势、旅游资源类型丰富的禀赋优势,将长

寿区旅游产业建设成促进区域产业发展的服务产业,将旅游产业建设成支持区域产业发展的服务产业。由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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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区和两江新区都是以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等工业为发展重心,长寿区旅游业与上述产业在产业链上无直接

的纵向或横向联系。但是,这些产业聚集了诸多企业,由此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商务活动需求、商务交往需求,以
及由此衍生出的休闲需求。因此,旅游产业应将服务功能体现在对上述需求的满足。这样既发挥了旅游产业的

优势,也使得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形成更紧密的联系,进一步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发展。

2.2.2开发定位 根据以上产业定位,长寿区旅游开发定位就是高端商务度假。高端是将旅游开发的层次确定

在高品质和高附加值。高品质包括提供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提供配备齐全和先进一流的各类设

施,提供丰富多样和独具特色的旅游活动。高附加值是指旅游盈利方式多样性、旅游收入的高利润空间以及对

社会、经济、生态、文化多方面效益的融合。商务和度假是旅游开发的两个重要方面。商务是具备举办各种商业

活动的功能,包括商务会议、商业展览、纪念或庆祝活动以及提供各种社交机会等。度假是具备提供各种休闲、
娱乐、康体活动的功能,包括放松心情、精神愉悦、健康养生、知识扩展等。

2.2.3空间布局 高端商务度假的开发定位分解为商务旅游、全息旅游消费、体验旅游等3大主题,结合旅游资

源空间分布特征,长寿区旅游发展空间布局为“三圈一体”,即商务旅游集聚圈、全息旅游消费圈和体验旅游经济

圈,上述3个旅游圈紧密相连构成“一体”,即长寿高端商务度假地。商务旅游集聚圈以西部旅游资源区为依托,
开发商务酒店、商务会所、会展中心、标准休闲垂钓等项目,形成以商务为中心的多功能的旅游地。全息旅游消

费圈以中部旅游资源区为依托,开发时尚主题街区、商业街区、历史街区等项目,形成旅游商业、旅游娱乐业等多

种业态共生的全息消费地。体验旅游经济圈以东部旅游资源区为依托,充分组合山水资源,开发水上游乐、森林

旅游、民俗文化、休憩疗养等项目,形成提供游乐、审美、教育、养生等多种体验的旅游地。

3结语

区域旅游开发决定了旅游产业的发展,决定了旅游产业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区域旅游产业集成开

发是以现有区域旅游开发研究为理论基础,通过融入产业集成思想,从区域产业发展视角下来进行旅游开发。
区域旅游集成开发的核心思想是从区域产业组织视角来明确旅游产业的地位和作用,使得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

形成联动发展,使得旅游产业在区域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得到更大程度发挥。主导型开发和非主导型开发作为区

域旅游集成开发的两种类型,进一步明确了在区域产业发展中应如何发展旅游业,进一步明确了旅游业与其他

产业之间是支持还是被支持。区域旅游集成开发的理论框架是延续了分析与设计的传统开发理论框架,但是在

内容上更加突出了产业因素。在基础分析中,通过突出经济区位和区域产业来强化产业分析的内容。在路径选

择中,通过明确产业的定位来确定开发的定位,进而将开发的构想落实到具体空间,强化了区域产业组织在旅游

开发中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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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TourismExploitationfromIndustrialIntegrationPerspective:
BasedontheChangshouDistrictofChongqing

WUGuang,LUOShiwei,ZHANGHailong
(SchoolofGeography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Thepaperdiscussesnecessityofapplicationofindustrialintegrationtheoryinregionaltourismexploitationresearchbased
oncurrentsituationoftheresearch.Accordingtoindustrialintegrationtheory,regionaltourismexploitationcanbecategorizedinto
twotypes:tourism-orienteddevelopmentandtourism-servicedevelopment.Then,thepaperconstructsresearchframeworkofre-
gionaltourismexploitationfromfundamentalanalysisandexploitationpath.ThepapertakesChangshoudistrictasastudycase,ap-
pliestheabove-mentionedresearchframeworkandgetsfollowingconclusions:Changshoudistricthasthreeadvantagesoftourism
industrythatisgoodlocationandtransportationcondition,industrycentralization,developmentflexibilityoftourresource.Thein-
dustrialorientationissupportingindustry;theexploitativepositionistopgradeplaceforcommercialleisureandvacation;thespatial
arrangementis"threecirclesbeingone".
Keywords:industrialintegration;regionaltourismexploitation;Changshoudistrict

(责任编辑 方 兴)

451 Journalof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NaturalScience) http://www.cqnuj.cn     Vol.31No.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