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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均GDP的快速提高,我国旅游业已经步入“后观光时代”。在此背景下三峡库区旅游景区的转型升级成为当

务之急。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以忠县良玉故里旅游景区开发为例,尝试性提出三峡旅游景区转型发展的路径。
研究表明:①在自然景观特异性减弱的背景下,特有的三峡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必将成为接续型旅游产品,文化资源深度挖

掘应成为各景区的迫切任务;②锁定特定市场,细分需求层次,设计相对应的旅游产品是转型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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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在发展初期,由于长期的对外封闭,国外游客

对中国独特的自然、文化景观充满好奇与神往,览奇观光成为主要的旅游动机。当时国内旅游消费严重不足,致
使海外市场为中国旅游业带来了第一桶金。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腾飞,人均GDP不断攀升,特别是随着1999
年黄金周长假制度的确立,国内市场逐渐壮大。但由于国内旅游者的收入水平、文化程度、消费理念的限制,传
统观光游览型旅游产品仍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市场需求。

但随着2010年人均GDP逾越4000美元大关,我国正式步入休闲文化时代。旅游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的

矛盾越来越突出。一方面,游客越来越不满足于简单的观光游览等低层次、“福特式刚性生产”背景下所提供的

旅游产品,另一方面对休闲度假旅游、文化旅游、自驾旅游等个性化、“柔性化”的旅游产品却愈加亲睐。众多学

者对当前旅游市场需求的特点做过深入研究。唐代剑认为,国内旅游市场呈现市场主体细分化、旅游需求多元

化、旅游方式多样化等特征[1]。张鹏程认为“旅游者需求趋于个性化和多样化,更加倾向于高质量舒适享受型旅

游,更加追求高品位文化性旅游产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分众旅游”的概念,以区别于大众旅游[2]。廖珍杰认

为旅游消费内容的个性化、旅游消费形式的多样化以及旅游消费需求的情感化是当前旅游市场变化的突出特

点[3]。由此可见,学者们对于国内旅游需求变化趋势的判断是基本一致的。需求变化突出体现在亚文化性需

求、体验性需求以及情感性需求猛增。游客期望在旅游活动中实现更高层次的文化、情感等精神诉求。
因此,旅游的“后观光时代”已经来临,传统景区亟待转型升级。本文以忠县良玉故里旅游景区的开发为例,

探讨在上述背景下三峡库区旅游景区开发转型的可行路径,以期为相关景区的开发提供借鉴。

1三峡库区旅游业发展概况

三峡库区的旅游发展长期依赖水路“三峡游”。长江三峡是世界上唯一可以以乘船方式游览的内河大江峡

谷景观[4]。因此,“三峡游”成为上世纪80年代我国最早向世界旅游市场推出的2个黄金旅游产品之一[5-6]。
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三峡库区旅游业所经历的波澜起伏均与三峡大坝修建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密切

相关。三峡大坝的立项建设、截流以及蓄水分别诱发了1992年、1997年以及2002年3个旅游热潮。可见,三峡

地区独特的自然与文化景观是三峡旅游赖以维系的生命线。但在“后观光时代”的背景下,特别是随着险急峡江

被“高峡平湖”景观所取代,传统观光游赖以为继的景观特异性被削弱。加之以观光览奇为主要动机的海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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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普遍萎靡。因此,三峡库区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之间的矛盾愈显突出,转型升

级成为必由之路。

2转型发展的路径与策略分析

2.1转型路径探讨

在旅游产业转型的一般路径探讨方面,谢春山等从产业、市场、企业、产品、人才5个方面探讨旅游产业转型

升级的途径[7]。廖珍杰认为应从社会营销模式的落实和旅游会员制的建立等方面来促进旅游产业升级[3]。杨

主泉在分析动力主体和动力机制的基础上构建生态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模型[8]。
在专门针对三峡旅游转型的路径探讨方面,赵小鲁建议应将水面、岸线、沿江景点、三峡腹地、滨江城镇整合

开发[4]。张述林针对三峡特有文化旅游资源的主题式深度开发以及区域旅游整合开发提出了对策建议[9]。赵

毅提出发展新三峡分段分片游,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10]。李江风针对三峡成库后岛屿旅游开发提出建议[11]。
阚如良提出三峡旅游产业需要从依托天赋峡谷山水资源向融合三峡文化的转型[12]。

综上,当前学术界对于三峡库区旅游转型发展路径的分析多集中于宏观层面的理论探讨,如开发的宏观策

略与方向、区域旅游管理与合作等。上述研究为区域旅游的规划管理提供了转型发展思路,也为旅游景区的转

型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宏观指导。但在需求决定供给的时代背景下,能否迎合市场需求是破题的关键。从市场需

求角度来看,市场主体的分化以及需求层次的提高是导致现有供需矛盾的主要诱因。因此,旅游景区转型升级

必须围绕这两点来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2.2景区转型策略分析

2.2.1瞄准特定市场开展产品开发 后观光时代的旅游市场必然是多样化分层的。性别、收入、教育背景、亚文

化偏好等都将成为旅游市场分化的标签。因此,景区必须围绕特定群体的需求进行旅游产品开发。任何景区都

无法同时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盲目追求旅游产品谱系大而全只能导致特色不突出而失去潜在市场。
2.2.2树立文化品牌 相比自然景观,文化景观的地理分异更为显著,可复制性更小,因此也更能营造与众不同

的特色,更符合游客文化诉求日渐提高的趋势。而当前部分地区出现的文化景点受到冷落的现象,笔者认为主

要是由于低水平的开发所致。
2.2.3重视本地及周边市场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较发达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具有较大的市场开拓潜力。
就三峡库区而言,重庆主城、库区中心城市万州以及其他经济较发达县城将成为重要客源地。

3实证研究

本文拟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以忠县良玉故里景区的开发实践为例探讨微观景区层面的转型发展路径与具

体对策。
3.1研究区概况

忠县良玉故里景区位于忠州镇中西部地区,处于省道103和省道302所夹的呈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地带。
景区与县城毗邻,距离县城仅3km,区位优势显著。

研究区内现有3处等级较高的旅游资源:巾帼英雄秦良玉故居遗址、忠州官马古道和梅坝梯田景观。
3.2开发思路

3.2.1文化为魂 通过对本景区的资源评价,秦良玉为代表的巾帼文化旅游资源具有一定的区域垄断性,自然资

源虽在本地有一定知名度,但区域影响力不强。
3.2.2专一细分市场 针对后观光时代的市场细分特点,景区必须瞄准某一特定的细分市场展开产品开发与市

场营销。
3.2.3满足情感需求 针对忠县本地居民固有的“良玉情结”、“古道情结”,开发相应的旅游产品,满足本地市场

的情感需求。
3.3潜在市场的定位

3.3.1女性市场潜力巨大 首先,通过对周边旅游区县市场的人口结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忠县及周边是重庆市

人口性别比最低的区域(图1)。这意味着潜在消费市场中女性的比例较高。
其次,相关研究表明,30~39岁女性用于美容美发、娱乐健身、旅游、化妆品、服装服饰等方面的支出,远远超过其

他年龄段女性,是最具购买力的消费人群。而通过对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表明,忠县及相邻区县该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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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重庆市人口性别比空间分布

Fig.1 ThespacialdistributionofsexratioinChongqing

段城镇女性人口总量约为18万人,而重庆主

城区该年龄段城镇女性人口为47.54万人。
此外,考虑到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的相关

性,忠县及周边区县的城镇女性中接受过高

中以上教育的人口总数为25.84万人。而重

庆主城区的城镇女性接受过大学专科以上教

育的人口总数达60.51万人。
3.3.2过境三峡游游客数量可观 忠县地理

位置处于三峡库区的腹心,为三峡游必经之

地。据重庆市旅游局统计,2011年仅忠县石

宝寨接待三峡游游客总量就达21.6万人。
而三峡库区15个区县的景点总接待量高达

7809.12万人次。据了解,目前三峡游游客

资源尚未被充分利用,很多游客仅仅参观石

宝寨等高等级旅游点之后就继续乘船前往下

一旅游点,并不在忠县停留过夜,因此门票收

入是旅游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3.3城镇人口相对密集,乡村旅游潜力有待释放 通过对城镇人口的统计分析发现:忠县位于渝东北城镇化水

平较高的区域,城镇人口分布较为密集。周边相邻区县(万州、梁平、丰都、垫江、石柱)与忠县本地总人口合计达

602.3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合计达201.85万人。且忠县在周边区县中,城镇人口总数仅次于万州,位列第二。

表1 忠县周边相关年龄段与受教育程度女性人口一览表

Tab.1 Thequantityofcertainagegroupsandeducation
levelswomenaroudZhongxian 人

区县

名称

30~39岁女

性人口数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的城镇女性人口数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的城镇女性人口数

】忠县 22323 25211 6840

万州 82113 146193 45837

丰都 20808 20818 7423

梁平 20499 23286 6725

垫江 22333 28422 8678

石柱 11913 14616 4346

合计 179989 258546 79849

  资料来源:根据重庆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表2 忠县及周边区县人口统计一览表

Tab.2 ThepopulationstatisticsofZhongxianand
itsneighboringdistricts

区县

名称

总人口/
万人

城镇化率/

%

城镇人口/
万人

万州 174.56 56.76 89.24

忠县 100.52 34.54 25.84

垫江 96.52 35.88 25.15

梁平 92.13 35.88 24.54

丰都 84.21 36.14 23.11

石柱 54.45 33.96 13.97

合计 602.39 -- 201.85

  资料来源:根据重庆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3.4地方文脉的梳理

通过对本景区及忠县历史文化脉络的系统梳理,本研究发现:在忠县的历史文化体系中有浓厚的“良玉情

结”与“忠州古道情结”。因此,巾帼文化、古道文化可以作为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加以开发。此外,梅坝大米文

化以及延伸的休闲养生文化也可以向纵深挖掘。

3.4.1忠义巾帼文化 秦良玉作为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有正史记载的巾帼英雄,其影响力不仅辐射忠县以及周

边的石柱等区县,而且因其作为典型的巴渝女性代表而具有全国影响力。同时,结合忠县特有的“忠义文化”,可
以联合打造“忠义巾帼文化”。

3.4.2忠州古道文化 忠县古称忠州,由于地处巴楚交界之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汉代即设置临江县。该官

马古道曾为忠州所辖后乡(现今垫江、梁平、丰都等县)与重庆的必经之地。历史上杜甫、白居易等一批文人墨客

的文学作品中都曾提及此道。可以说,忠州古道曾经的辉煌承载着忠县人的乡土自豪感。加之古道经过生态环

境较好的刘家沟,因此对本地客源有很强吸引力。

3.4.3大米文化 景区内梅坝村盛产的“梅坝大米”具有一定的区域影响力,同时具有独特而完整的梯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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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米胚芽等具有显著的美容功效。因此,大米文化及衍生的养生与美容文化可以作为本景区的开发重点。
这既可以满足三峡游游客途中小憩的需要,又可以满足本地、周边及重庆高端客源的休闲度假需要。

图2 良玉故里景区差异化市场支撑体系

Fig.2 Thedifferentiatedmarketsupportingsystemfor
LiangyuGuliscenicspot

3.5景区开发对策

3.5.1构建差异化旅游形象口号,对接不同层

次市场需求偏好 针对三峡游过境游客、重庆

主城游客、忠县周边区县游客及本地游客的不

同需求,构建“忠义良玉、多彩巾帼”、“巴渝巾

帼、养生天堂”和“良玉故里、梦回忠州”差异化

的形象与营销口号体系。在旅游形象之下设置

相应的旅游项目来进一步支撑(图2)。
3.5.2变静态文化展示为动态文化参与体验,
创新文化旅游方式 改变以往展览馆说教式的

静态文化展示形式,将文化元素融入各项体验

性、参与性的旅游活动中,在不知不觉中传递文

化内涵。比如采取实景还原的方式展现古忠州

及官马古道的原有生活场景,给游客营造时空

穿越的意境效果。再如梯田养生文化的展示中

可以采用实景梯田瑜伽等形式来展示。
3.5.3立足本地周边,服务乡土教育,服务民生

 充分重视正在蓬勃发展中的本地市场。本景

区的旅游功能采用不同于外地市场的方法,努
力将景区的服务功能融入到本地人日常生活体系中去。如官马古道的健身休闲以及乡土教育功能、秦良玉白杆

军军宴餐饮服务功能都可以满足本地需要,培养本地游客的“场所感”与归属感[13]。此外,由于梅坝大米的区域

知名度较高,可以通过组建合作社的方式来引导当地农民组建营销平台,使当地农民通过景区的发展而获得实

际收益。

4结论

后观光时代已经来临,三峡库区各景区发展机遇与生存挑战并存,亟待转型。本研究认为:①在自然景观特

异性减弱的背景下,特有的三峡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必将成为接续型旅游产品。传统“上船睡觉、下船照相”的低

层次三峡观光游必须与深度的文化体验游、休闲度假游相结合才能焕发新生,不可复制性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

应该成为各景区的迫切任务;②瞄准特定市场,构建相应的旅游形象与项目支撑体系,迎合旅游市场分层重组的

趋势,用旅游“小灶”来取代“一锅出”是必由之路。唯有此,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当前三峡旅游的困境,推动各景区

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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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EnvironmentandEcologyinThreeGorgesArea

On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TouristAttractionsintheThreeGorgesReservoir
RegioninthePostSightseeingEra:

TakingtheHometownofLiangyuinZhongCountyasan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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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sharpincreaseofrealGDPpercapita,thetourisminChinadevelopsintoapost-sightseeingera.Underthisback-
ground,thetouristattractionsinThreeGorgesReservoirRegionfacewithurgent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Accordingtothe
relatedresearch,takingthehometownofLiangyuinZhongCountyasanexample,thispaperseekstoprovidesomeworkablesug-
gestionsto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theThreeGorgesReservoirRegion.Asthenaturalsceneryinthisarealosesitsat-
tractions,theparticularculturerecoursescouldbeexploitedasafollow-uptourismproduct.Forthetouristattractionsinthisarea,

itbecomesmoreimportanttofurtherdeveloptheirlocalcultureresources.Accordingtothespecificrequirementsofdifferentlayers
oftourists,designingpropertourismproductsistheonlywayforthetransformation.
Keywords:postsightseeingera;ThreeGorgesReservoirRegion;touristattractions;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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