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万盛区旅游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初探
!

刘 艳! ，罗有贤"

（!# 重庆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重庆旅游学院 重庆 $%%%$&）

摘 要：正确分析旅游业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促进旅游城市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在对旅游业与城镇

化互动关系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万盛区旅游业对城镇化的影响并指出二者的潜在矛盾，得出万盛区加快城市

化进程，必须与该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相互协调的结论。最后提出万盛区旅游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一些建议：即

合理布局旅游城镇；准确定位城镇职能；美化城 镇 旅 游 环 境；乡 村 旅 游 高 级 化，巧 妙 控 制 城 市 用 地；强 化 资 源 和 环 境

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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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盛区位于重庆市南郊，是重庆市的工

业重 镇 和 重 要 的 旅 游 基 地 城 市。 全 区 幅 员 面 积

(,, P?" ，人 口 ",# Q 万，辖 & 镇 ! 乡 " 个 街 道 办 事

处，具有“ 山 峻、峡 险、石 奇、水 秀、林 幽、洞 深”等 丰

富的自然旅游资源。万盛区以其秀美的山水风 光，

被誉为长江三峡外环旅游线上一颗“ 绿色明珠”，先

后获得“ 中国优秀旅游城区”和“ 重庆市旅游经济试

验区”等 称 号。随 着 旅 游 业 的 发 展，一 些 旅 游 城 镇

也随之涌现，旅游业的发展有利地促进万盛区城镇

化水平的提高。本文通过实地考察和对大量资料的

研究，分析万盛区旅游业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指出

万盛区旅游业与城镇化必须协调发展，才能保证万

盛区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 旅游业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

历史经验和经济运行的规律证明，城 镇 是 旅 游

业最有效的依托，凡是以城镇作为支撑点的旅游业，

旅游资源的开发程度就高，旅游活动内容就丰富，吸

引的游客就多，旅游业发展就迅速。相反，如旅游业

无城镇作为依靠，旅游活动就单调，旅游服务就会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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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势必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因此，城镇是旅游业发

展的后勤保障地，是旅游业发展的基本土壤，是旅游

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城镇化的有序推进有利于促进

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反过来，旅游业又促进了城 镇

化的发展。因为旅游业的带动性强，旅游业的发 展

带来了活跃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带动了相关产业

及城镇建设的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看，旅游业虽 然

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但是城镇发展必然要侵占山林

与良田，使得自然生态环境绝对面积不断减少，并使

原有自然生态环境在很大范围内发生质变，同时，城

镇旅游生活接待区内兴办了许多旅游服务设施及与

旅游有关的工业企业，会产生环境污染，这都会影响

旅游业的发展。因此，旅游业与促进城镇化发展 有

时又是矛盾的［!］。

" 万盛区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

"# ! 促进城镇综合实力的提高

万盛区紧紧 围 绕 建 设 重 庆 市 的“ 旅 游 强 区”战

略，注重利用和发挥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扩大对外

开放，鼓励旅游投资，加速发展旅游业，旅游经济开

发高潮迭起，持续升温，经济总量不断上升。!$$%—

"&&’ 年，旅游 累 积 收 入 达 "# () 亿 元。 旅 游 收 入 占

*+, 的比重不断上升，"&&’ 年增加到 -# ). ，旅游业

已成为万盛区的重要产业。

"# " 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 年，万 盛 区 城 镇 化 水 平 逐 年 提 高，

由 )$# (%. 上 升 到 ()# ". 。选 取 !$$%—"&&) 年 万

盛区城 镇 化 水 平 与 旅 游 直 接 收 入 具 体 数 据，调 用

/,// 软件包对这些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其计算公式

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得出二者皮尔逊相关系数 ( $ & ) $-%，说明二者

的相关程度很高。同时，以 !$$%—"&&) 年万盛区城

镇化水平（*）为纵坐标轴，旅游直接收入（+）为横坐

标轴，采用二元回归模型对二者进行拟合，得到如下

拟合式：

* $ )$ ) $ 0 & ) &&&"+ , ! ) " 1 !& & -+"

式中，* 代表城镇化水平（- ），+ 代表旅游收入（ 万

元）。且通过 . 检 验，. $ ’2 ) )2，检 验 出 在 & ) &! 的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从中可以看出万盛区城镇化水

平与旅游收入存在一定定量相关关系（ 图 !）。

旅游直接收入 3 万元

图 ! 万盛区城镇化水平与旅游收入相关图

"# ) 促进城镇产业结构的升级

城镇化过程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引 发 经 济

结构转变而导致农村向城镇的转型过程。对于现代

城镇发展而言，第三产业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重要

动力，而旅游产业在万盛区的第三产业中占有很大

的比例，它带动了第一产业的更新与提升，也加快了

第二产业的发展。目前万盛区产业结构已实现“ 三

二一”，达到 !2# -：)(# !：’%# "。

"# ’ 加快城镇基础设施的改善

由于旅游业的带动，万盛区已形成较 为 完 善 的

铁路、公路对外交通体系。旅游基础设施方面日 趋

完善，已基本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等功能配套

的旅游服务体系，旅游接待能力和服务质量显著提

高。城镇基础设施的极大改善，不仅缓解了经济 发

展的“ 瓶颈”，而 且 积 累 了 一 大 笔 优 质 的 资 产，增 强

了旅游业长远发展的后劲，成为推进城镇化发展的

持久动力［"］。

"# 2 提高人口素质，解决了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尽管乡村旅 游 不 是 解 决 我 国“ 三 农”问 题 的 一

剂良药，但在万盛区乡村旅游已成长为重要的非农

产业，很大程度地促进了万盛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

升级。"&&’ 年，其 解 决 了 ! &&& 多 人 的 就 业 问 题。

旅游业在使万盛区人口多元化的同时，也使得万盛

区培养了自己的经营人才，促进了劳动力素质的提

高［)］。

"# ( 改善城镇形象，提高城镇知名度

旅游业的发展使万盛区城镇面貌日新月异。市

区已逐渐形成“ 一主二副”的城市道路框架；主要街

道两旁高楼耸立；园林绿地面积和公共绿地面积大

幅度提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达 "& 4"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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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小康标准 ! "# 。#$$% 年万盛区先后获得“ 中国

优秀旅游 城 区”和“ 重 庆 市 旅 游 经 济 试 验 区 ”等 称

号，知名度进一步提高。

% 万盛区旅游业与城镇化潜在矛盾的

分析

%& ’ 旅游用地与城镇发展用地之间的矛盾

在绝对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城镇发展 用 地 增 加

必然导致旅游用地的减少，反之亦然。在这种情 况

下，旅游业和城镇建设为了各自的发展不断地扩展

自己的空间，从而引发了旅游用地和城镇发展用地

之间的矛 盾［(］。 万 盛 区 具 有 旅 游 服 务 职 能 的 城 镇

多，旅游服务与其延展产业本身就要求城镇提供更

多的用地。长期以来，万盛区在城镇建设总用地 结

构中，以居民用地和工业用地为主，而园林绿化、道

路、市政设施用地比重远低于国家标准。同时，为了

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顺应旅游业档次提高的要求，

这些城镇还将不同程度地提高人均用地指标，最终

也将导致全区城镇用地指标的提高，景区被吞食的

可能性很大。

%& # 景区天然特色与城镇景观特色之间的矛盾

随着景区的城镇化，各种现代建筑大量涌现，城

镇景观特色日益突出。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和有效的

管理，许多现代建筑紧挨着旅游景观分布，这些新建

筑的体量、色调、材料、风格与景区天然特色极不协

调，形成视觉污染，如黑山谷、石林等处，人工建筑不

断扩张，城市生活中的各种现代化设施都搬进景区

内。黑山谷风景区本是自然遗产，风景美妙，空气清

新，又远离喧嚣的城市，仿佛人间仙境，保持着一种

原始的神韵。都市繁忙的人们本想在这里寻觅一份

宁静，净化自己的心灵，感受大自然的神韵，但现在

这种自然景区的和谐和美观因城镇化而遭到破坏，

旅游吸引力有所下降。

%& % 城镇建设与旅游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城镇建设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美化 生 活 环 境

以便吸引游客览胜观赏，而旅游环境保护是为了使

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在不被破坏的情况下得到永续

利用。城镇的开发建设，使得人类在自然环境和 人

为环境之间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人类

创造了物资文明和人为环境，另一方面人类在创造

人为环境的同时也在消耗甚至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

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万盛区有大型景点 ’$$ 多

处，小景点数不胜数。围绕这些景点的开发和建设，

在其周围逐步形成了多家宾馆、饭店和招待所。在

宾馆增多的同时，环境质量也逐年下降。各地的 发

展经验表明，当乡村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保护自然

生态环境、对周边环境做综合治理就会成为当地政

府的头等大事。万盛区乡村旅游尚处于初级阶 段，

由于经营者经营理念的落后以及市场要求的畸形，

还存在着滥捕野生动物，随意排放污水等现象，对旅

游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 万盛区旅游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

建议

(& ’ 合理布局旅游城镇

旅游是万盛区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功 能，根 据 旅

游资源分布和区位条件，万盛区除南桐矿区所在地

以发展矿业为主外，万盛市区、景星乡、关坝镇、石林

镇、温塘以及青年镇等均以发展旅游业为主。其中，

万盛市区应由现在的旅游服务业为主，向建设旅游

休闲度假和旅游服务业并重、国际一流的旅游城市

目标奋斗。景星 乡 作 为 黑 山 谷 风 景 名 胜 区 所 在 区

域，应作为黑山谷风景区的保护管理中心，适当发展

旅游服务业及文化娱乐休闲业的旅游服务小镇。九

锅箐及铜谷滩峡谷所在地———关坝镇应集中建设旅

游接待服务设施，发展一些旅游产品加工业，建成为

万盛区旅游接待服务和旅游产品供应基地之一。石

林镇作为万盛石林以及重庆奥陶纪公园所在地，应

主要发挥旅游接待服务功能，发展成为旅游服务业

和休闲度假旅游业以及中学生地质考察实习基地。

万盛樱花温泉度假村———位于綦江与万盛的交界处

的温塘以及位于万盛区西南部的地处渝黔交通要道

的青年镇，均是重要的物质集散地。今后一段时 间

应加大对城镇化建设的投入和改造，在城镇内将兴

建旅游商品购物一条街、旅游商品生产工业园区和

旅游中心接待站。

(& # 准确定位城镇职能

依托旅游业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小城 市，其 城 镇

职能的主要方面体现在为旅游业服务上。因此，城

市面貌、城市理念两个方面都应该与主要旅游资源

和当地文脉结合起来［%］。一方面，充分利用历史文

化遗产，培育城镇文化气息。万盛区民族文化资 源

丰富，如独特的夜郎文化和苗族文化，无不是闪烁着

异彩的文化瑰宝。在城镇规划、建设过程中充分 尊

重和吸取自身蕴涵的这些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由此

形成新的具有浓郁风情与特色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效

果，促进城镇文化品位的提高。另一方面，注重利用

山水资源，突出地方个性特色。例如，万盛区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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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风格要凸现四周自然水光山秀之美，宜隐不宜显；

建筑材料，尽量本土化，建筑物外露部分，尽量少用

甚至不用水泥。所有的建筑道路、房屋、桥梁等都应

体现美的要求。

!" # 美化城镇旅游环境

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加强城镇 旅 游 环 境

建设，美化城镇旅游环境。根据城市未来发展的 空

间结构特 征，中 心 区 以“ 一 主 二 副 ”的 道 路 框 架 为

轴，主城外围以环形、楔形等绿地结合形成城市生态

网络。在城市生态网络的基础上，构筑城市绿化 骨

架，以特有的 山 水 环 境 为 背 景，通 过 点（ 公 园、小 公

园、街头小绿 地）、线（ 环 形 绿 带、绿 轴、道 路 绿 化）、

面（ 单位庭院 绿 地、居 住 绿 地）状 绿 地 的 结 合，形 成

“ 城在绿中，绿在城中”的生态绿地系统，达到山水、

花草、森林、城市与人融为一体。其余各旅游城镇周

围山体绿化较好，水系密布，应运用中国园林设计中

借景手法，将自然引入城市，保证多向视通透效果。

!" ! 乡村旅游高级化，巧妙控制城市用地

把万盛区作为重庆市的后花园，建成 重 庆 的 生

态屏障。现阶段大力开发城郊旅游，特别是乡村 旅

游，然后逐步开发主题公园、游乐园、城市公园、都市

农庄，并把旅游和居住结合，开发景观房产，最终把

居民居住区建成城市休闲社区，把黑山谷风景区变

成城市森林公园，把奥陶纪公园变成城市公园，乡村

旅游地逐渐变成城市旅游地。其次，对黑山谷风 景

区边缘的山林型“ 农家乐”进行升级改造，开发乡村

旅游度假、避暑和农村留学。要开设高标准农家 旅

舍，体现渝 西 民 居 风 味。“ 农 家 乐”乡 土 味 要 浓 厚，

并积极开展民俗活动，让旅客住农家屋、吃农家饭、

干农家活、享 农 家 乐［!］。“ 农 家 乐”布 局 应 有 规 划，

切忌散乱布局，在居民聚居区建设乡村旅游产品市

场，供 游 客 购 买 瓜 果、蔬 菜、乡 村 土 特 产、农 村 工 艺

品、纪念品等。

!" $ 强化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

在城镇建设和旅游开发过程中，要强 化 资 源 和

环境保护意识。严格控制在景区内大兴土木和其它

旅游设施建设，必须在旅游区建设的设施也应尽量

不破坏自然状态，在做到自然与建筑的和谐原则下，

依当地自然环境而施工，使建筑与自然生态环境融

为一体［$］。核心景区内除可以建设与风景资源保护

有关的工程设施和森林消防通道外，与资源保护不

协调的各种工程建设将被严格禁止，特别要禁止任

何过夜接待设施的建设。要坚决拆除景区内违章建

筑，铲除那些毫无民族特色、地方特色、没有文化内

涵的建筑垃圾。抓紧实施治理污染的生态工程，景

区内实施环保车辆运营，严禁社会车辆入内。政 府

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游客在旅游业可持

续发展中的作用，积极支持和鼓励、指导社会公众自

觉参与旅游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加强旅游环境保护

的舆论宣传，增强旅游者和公众的环境意识，养成良

好的旅游习惯。

$ 结语

综上所述，加快万盛区旅游业的发展 能 从 多 方

面、多层次促进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有

利于旅游业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这就要求万 盛

区加快城镇化进程必须与该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与

提升互相适应，互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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