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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地区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

交通新格局与三峡库区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
!

张述林B，姜! 辽B，"，陆! 敏B，毛长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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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通格局变迁后，三峡库区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当前的热门话题。本文从游客感知、三峡腹地发展、旅游

交通方式 D 方面分析三峡库区交通格局变迁对旅游空间结构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三峡库区交通格局变迁促进了

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化、旅游景点数量的扩大和旅游活动范围的区域扩张；针对长江三峡旅游空间新格局，提出联合

利用模式、深度利用模式、变化利用模式、产业利用模式、生态利用模式等若干库区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发展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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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 "##D 年截流蓄水到 "##$ 年整个工程完工，

长江三峡工程成功实现 BCE 8 蓄水目标。作为一项

综合性特大工程，它将从旅游资源、旅游交通、旅游

线路、旅游形象、旅游意识等方面对长江三峡旅游业

造成全方位的影响，这些影响引起了海内外旅游界

的极大关注［B］。一段时间以来，“ 新三峡，新旅游”

一直是业界和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笔者主要就

交通格局变迁后三峡旅游空间，提出三峡库区旅游

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几种模式。

B 交通格局变迁

B) B 感知距离缩短

客观距离是感知距离的基础，感知距离受交通

便利程度的影响［"］。长江三峡旅游交通的发展极大

地缩短了游客对三峡的感知距离。从 "# 世纪 C# 年

代末到 $# 年代初以入境旅游为主体的时期，长江三

峡旅游一般是从重庆至武汉的沿江线状的游船旅

游。虽然这期间三峡旅游的行程也有过重庆至岳

阳、重庆至沙市的多样化，但三峡旅游的范围始终包

含了地学上的三峡和三峡上游的白帝城至重庆段及

三峡下游宜昌至武汉段。从 $# 年代初开始，由于武

汉至宜昌的高速公路开通，陆路交通大大缩短了宜

昌至武汉的时间距离，极大地改善了其间的岳阳楼、

荆州古城等主要旅游景点的可进入性和方便程度，

以游船旅游为主体的三峡旅游也演变成从重庆至宜

昌的沿江游船旅游［D］。

B) " 三峡旅游腹地发展

三峡旅游的腹地化发展是指三峡旅游的空间范

围将从现在的线状三峡旅游逐渐转向以地学上的三

峡为基础，向三峡腹地纵深发展的面状三峡旅游［%］。

三峡成库后，三峡的空间范围扩大，长江干流拓宽，两

岸景点与江岸距离缩短，使登岸游览更加快捷、方便；

支流向两侧回灌延伸，使三峡腹地的可进入性得以改

善，为腹地旅游资源的纵深开发创造了条件；三峡旅

游将呈现出以三峡水面为轴心向南北方向的扩展。

B) D 交通手段多样化

区域旅游交通条件大为改观，随着长江的沿江

高速公路建设，沿江高速公路网的逐渐形成，万州

空港，达万（ 达县—万州）铁 路 的 开 通 和 万 宜（ 万

州—宜昌）铁路的建设，三峡库区的内外交通格局

将会得到很大的改善，这将为游客直接进入三峡旅

游提供很大的方便。航空、铁路、公路对游船的替代

作用将直接挑战白帝城上游段的传统旅游模式，使

得三峡旅游多口进出的格局开始显现，国内游客可

在重庆、涪陵、万州、宜昌等多个口岸进出，多方式游

览三峡［D］。

" 旅游空间结构演变

") B 旅游景点数量扩大

长江三峡旅游目的地形成的长江三峡，西起奉

节白帝城，东至宜昌南津关，全长 B$D H8，由瞿塘

峡、巫峡、西陵峡组成，自然景观独特，人文内涵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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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年被评为国家风景名胜区 $% 佳之首，是我

国重点推向国际市场的 !& 条旅游热线之一，一直是

海内外旅游的热点。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及一期工

程的蓄水，在长江三峡风景区内形成一个从湖北宜

昌的三斗坪沿江延伸 &&% ’( 至重庆的狭长型水库。

三峡水库蓄水至 !)*( 水位后，原三峡重岩叠

嶂、陡峭神奇的峡谷感并未减弱，长江三峡仍是世界

大江大河中能乘坐游船观看峡谷风光的最长峡谷。

同时，新增了许多新的人工景点，如三峡人文地理风

情园、中国三峡博物馆、三峡珍稀植物园等，许多藏

在深山人未识的自然景观也得以展现。随着库区交

通的改善，丰都鬼城、石宝寨、张飞庙、白帝城、小三

峡和三峡大坝等主要景点和瞿塘峡、巫峡、西陵峡 )
段峡谷都能在白天游览，使三峡旅游的舒适性和景

观、环境质量得到极大提高。长江三峡与昭君村、神

农架组合而成的区域旅游也得到快速发展。

#+ # 旅游活动范围区域扩张

随着国家对三峡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加

大，长江三峡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活动范围将进一步

拓展，并扩展到周边的湖南、四川、贵州等省市，主要

包括重庆丰都、奉节、巫山，湖北巴东、秭归、兴山、神

农架、宜昌市、三峡大坝、恩施，湖南湘西，贵州铜仁

等地区。新三峡将由过去的一线游向区域游、网络

游转变。大三峡旅游经济圈由“ 一轴、两极、五个辐

射带、一个关联地带”组成：“一轴”指长江，“两极”

指宜昌和重庆，“五个辐射带”包括乌江、赤水、大宁

河、神农溪、湘江，“ 一个关联地带”指湘西凤凰城。

经济圈共涉及湖北、重庆、四川、湖南、贵州 * 个省

市。从长江三峡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可以清晰地发现

一个区域旅游目的地形成的“ 点”、“ 轴”、“ 网”) 种

模型的不断演变过程，这将是区域旅游发展的重要

趋势［*］。其中重庆段三峡旅游资源点、旅游资源区

域分布及旅游资源特色如表 ! 所示。

) 三峡库区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

)+ ! 联合利用模式

联合利用模式是指突破旅游地域障碍，树立大

旅游、大市场，建立大产业观念；渝鄂联手，打造大三

峡旅游圈；川渝黔联合、渝黔湘联合，突破大区域资

源壁垒，建立无障碍旅游区，整合旅游资源，实现库

区内旅游资源联合开发。从具体层次来看，可分为跨

县区整合、跨景区整合和旅游景点整合。跨县区整

合，成立旅游资源统一管理委员会，全面协调三峡旅

游开发，打破各个区县独立分离的现状，打造“大三峡

旅游圈”，提升旅游区规模，谋求区域联动；跨景区整

合，协作做大旅游景区规模，以著名旅游景点为支撑，

以特色资源为依托，以创新旅游项目和旅游接待服务

为基础，整合成大旅游区，提升旅游吸引力和旅游功

能；旅游景点整合，相邻景点整合，或景点与一定接待

服务设施整合，形成旅游小区，提升景点吸引力。

在空间上实现水、陆、空立体开发。根据三峡工

程竣工后旅游资源变化格局和旅游市场的需求，针

对三峡旅游实施水、陆、空 ) 方面立体开发模式，力

求丰富旅游产品形式，提升三峡旅游的竞争力。借

助新型交通工具如豪华游船、潜水艇、直升机等，开

展水上、陆地、空中的多层次旅游活动，同时积极实

施水陆搭配、水空搭配、陆空搭配，推出水、陆、空 )
个层次的交叉旅游产品。通过立体开发模式，改变

过去船上住、水上看、岸上游的单调形式，建立起三

峡库区全方位、多维度的游览方式体系，形成三峡旅

游的“磁场力”。

整合旅游资源，生成相互联系的网状旅游资源

区。三峡库区旅游网状开发模式主要是在大三峡整

体旅游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以重庆和万州为依托，以

三峡旅游主干发展轴为延伸，以重庆大都市商务旅

游片区，“ 奉节—巫溪—巫山”历史文化片区为支

撑，以“万州—云阳—开县”移民文化片区、“ 忠县—

石柱”建筑文化片区、“ 涪陵—丰都”特色文化片区

为依托，以鄂、川、黔、湘、陕等相邻区为辅助，架构起

三峡旅游空间发展骨架，借助发达的交通网络和丰

富的区域旅游产品体系将从前的线状旅游转变为平

面、立体型的网状旅游［&］。

)+ # 深度利用模式

)+ #+ ! 深挖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文化旅游, 独特的

文化既是重庆旅游的吸引物，又是旅游业发展的创

业动力源泉，是一流服务的社会土壤，营造了特色的

社会旅游环境。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红

岩革命文化、山城文化、土苗少数民族文化、火锅文

化、美女文化⋯⋯独具特色。要充分挖掘利用这些

文化，使其成为重庆旅游的重要吸引物和精品，打造

“激情重庆”的城市旅游品牌。非物质文化旅游资

源是三峡库区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而独特鲜明的一

部分［-］。三峡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现阶段可以转化为

旅游资源的部分有：九龙坡区走马镇民间故事、三峡

民间故事、奉节诗城的民间故事等、神女传说、神女

文学；石柱土家啰儿调、川江号子、黔江南溪号；土家

摆手舞、铜梁龙舞、板凳龙；川剧、傩戏、梁平灯戏；梁

平癞子锣鼓、巴南区接龙吹打和万盛区金桥吹打；狮

子滩龙舟；梁平木版年画；刨猪汤等。这些节目都可

以将其放在庙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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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三峡库区旅游资源分布

区县 旅游资源点（四或五级） 区域分布 旅游资源特色

巫溪 红池坝、夏冰洞、荆竹峡等 大宁河沿线，红池坝和大官山
以盐巫文化、高山草场及原始森林为代表的资

源特色突出

巫山 小三峡，小小三峡、巫峡、神女峰等

县城中心、北部小三峡旅游区、西部龙骨

坡巫山人遗址旅游区、东部巫山十二峰旅

游区

中国一流的峡谷景观、浪漫多彩的神女文化、

深厚的历史文化、纯朴的峡江民俗风情

奉节 白帝城、地缝、天坑、瞿塘峡等 宝塔坪鱼复旅游开发区和兴隆区
以峡谷、洞穴顶地质地貌景观，浓厚的三国文

化，诗城奉节

云阳 张飞庙、龙缸等 文物景点分散，散布于全县各地 文化价值高、观赏性强

丰都 丰都名山景区、雪玉洞等 北岸人文风景区、南岸自然风景区 集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历史文化之精华于一体

石柱
西沱云梯街、中国一号水杉母树、黄

水国家级森林公园等
县域内呈组团式分布

连片面积最大的生态环境保持良好的一片净

土

万州
青龙瀑布景区、铁峰山国家森林 公

园、潭獐峡、天子城等

分布组合成片连接，相对集中，基本上成

城区内环和外环的区域组合模式。
以移民新城为主要形象，传说歌谣甚多

涪陵
白鹤梁、武陵山国家森林公园、石夹

沟等

分布在地域上具有相对集中性，主要分布

于“两江、一城”地区
垄断性的旅游特色牌，深邃悠远的巴国文化

忠县 石宝寨、中坝遗址、忠州故城等 长江旅游干线和甘汝旅游线 人文旅游资源特色突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

长寿 大洪湖、长寿湖等 主要分布在长寿湖景区、大洪湖景区 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和大片天然竹林

巴南
云篆山、安澜鹭类自然保护区、圣灯

山景区等

多集中分布于十大地区，具有一定的相对

集中性，形成了十大景区
自然景观幽雅秀丽，人文景观古朴传统

北碚 缙云山九峰、北温泉、金刀峡等
“一个中心、三条热线、五大版块”的城市

旅游布局

丰厚的历史文化传承和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资源

大渡口
体育公园、老重庆影视城、金鳌山休

闲度假区等

集中在所辖的三镇四街内，其中八桥镇是

中心
浓郁的巴渝民俗文化和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

江北
铁山坪森林公园、铜锣峡温泉、繁华

都市—江北城

分为 # 个 主 要 旅 游 景 区 铁 山 坪 森 林 公

园—铜锣峡温泉、铜梁河—唐家沱景区等

都市旅游资源丰富，生态农业旅游资源集中，

康体休闲旅游资源上档次

南岸
黄山陪都博物馆、南山景区、长江广

阳岛等

$ 个功能片：区南山休闲区、沿江都市旅

游区、广阳岛国际旅游度假区、茶园新城

工农业生态旅游区

环境宜人，空气清新，巴渝文化、大禹文化、宗

教文化和现代的都市文化融合

渝北 张关水溶洞、统景温泉等
% 大旅游区：东部溶洞旅游资源带、统景

旅游资源区、龙兴古镇旅游资源区

突出的空港形象，特色鲜明的自然旅游资源和

丰富多彩的巴渝文化

渝中
三峡博物馆、湖广会馆、重庆人民大

礼堂等
“一点、两线、五片”分布 历史文化名城特色

沙坪坝
歌乐山 革 命 纪 念 馆（ 渣 滓 洞、白 公

馆）、瓷器口古镇、歌乐山森林公园等

地文景观类主要分布于嘉陵江沙坪坝流

域段，水域风光类旅游资源分布面最广

独特历史文化和现代都市结合，都市与自然生

态环境结合

九龙坡
华岩寺、杨家坪商业步行街、直港大

道餐饮街等

从总体格局上看，九龙坡呈现出东、中、西

三类资源类型不同、互为补充的态势

适合观光的地质、水域、山石风光，又有活动性

突出的异境体验和各种节事，还具备适宜都市

旅游的环境和场所

%& ’& ’ 对旅游资源进行主题式系列开发" !）传统三

峡观光游精品产品系列。主要针对具有垄断性地位

的三峡黄金线的深入开发，应该着眼于对丰都鬼城、

奉节白帝城、巫山小三峡等沿岸传统旅游景点的提

档升级上；并积极开发新景点，将新增的沿岸旅游景

点纳入该线路中，如白鹤梁等；合理安排景点，不断

强化黄金旅游线的吸引力；同时通过不断投入运营

新型游船，增加游船本身娱乐项目，改善沿岸景区接

待设施，提高服务质量的过程中，继续打造三峡观光

游精品。

’）环湖滨水度假系列。蓄水后的长江三峡将

形成一个狭长型超级内陆湖，其中新增具有游览价

值的湖泊 !! 个，岛屿 !$ 个，长江三峡将从江河峡谷

型旅游地变成内陆湖泊型旅游地。未来三峡库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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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应立足于三峡湖的开发，以广阔的湖面和众多

的岛屿为依托，开发以主题旅游区为亮点，以水上旅

游为重点的游船休闲、岛屿度假、会议商务等旅游热

点产品。如已做出规划的、被誉为“ 东方夏威夷”的

重庆广阳岛等。

!）腹地生态民俗系列。由三峡黄金线开发向

两边腹地纵深开发，一是由水上向陆上深入，二是由

长江干流向风景幽深的长江支流深入。按照“ 普遍

培养、重点开发”的原则，遴选出个性鲜明、进出便

捷、市场前景看好的特色旅游项目，分期分批予以开

发。以发展自然风光、洞探、漂流、攀岩等生态观光

旅游，科考探险旅游产品形态为导向，形成一批旅游

新品。如巫山神女溪、巫溪夏冰洞等猎奇探秘游，大

宁河递进式峡谷观光考察游。依托交通网络的建设

和特色旅游产品开发，并借助三峡旅游黄金线的辐

射效应，迅速构建起腹地旅游格局。

!" ! 变化利用模式

三峡大坝建成后，由于水位上升，三峡库区旅游

资源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批老的旅游资源被淹没

或者搬迁，但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新的旅游资源，如世

界壮观的三峡大坝工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是一处

重要的旅游资源。

!" !" # 库区湖岛生态旅游资源$ 三峡工程蓄水后，

将形成一个近 %&’ 亿 (! 的水体，水面面积达 # ’#’
多 )(*，称之为“ 中国内陆的地中海”。一是形成串

珠型湖泊资源优势，其中最大并且具有开发价值的

有巫山湖，白帝湖，大昌湖，草堂湖等；二是“ 千岛

湖”群资源优势，当高峡平湖实现后，中国独有而世

界罕见的内陆群岛奇观也凸现出旅游价值，据测算，

这个“千岛湖”拥有大大小小的孤岛有 ##’ 个，其中

规模较大且具有开发价值的有隍华岛、石宝岛等。

!" !" * 库区旅游产品空间集群$ 由于水位上升，使

库区沿岸的生态及人文景观空间布局实现了动态的

调整，大大增加了局部区域内旅游产品的密度，实现

密集化趋势，从而提升其开发价值，凸现出四大富集

区。包括“巫山—奉节—巫溪”金三角旅游产品密

集区，“万州—云阳—开县”银三角旅游资源以及忠

县石柱旅游资源区和靠近主城区的涪陵丰都旅游资

源区。

!" !" ! 沿江“山水型”生态移民特色城镇旅游资源$
库区绝大多数城镇分布在宜昌至重庆市之间的一个

高山峡谷地带之中，由于三峡工程的修建，水库淹没

涉及鄂渝两省市的两座城市，#*+ 个城镇，必须迁

建，从而在库区沿岸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库区生态移

民特色城镇带。如巫山的发展与神女文化相联系，

丰都的发展以民族传统的鬼文化为特色等等。

!" % 产业利用模式

!" %" # 旅游资源开发与经济建设相结合$ 旅游业是

一项关联性很强的产业，因此将三峡库区旅游业的

发展与经济建设相结合，通过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

发利用，带动三峡库区旅游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相

关的产业的发展，推动三峡库区产业空心化问题的

解决［,］。三峡库区沿岸城市要抓住重新建设的机

遇，在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考虑自身的旅游资源特色

和文化特色，将旅游项目的开发与城镇建设相结合，

围绕特定主题进行新的城镇建设，突出自身的特色

和形象，使新的城镇既能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同时

又能兼顾旅游发展的需要。如各个城镇在布局、建

筑格调、民俗风情等方面，力求体现自身的个性，并

能展示自身历史文化内涵，拥有自身的特色。如重

庆主城区塑造大型山地都市旅游区；奉节建设诗城、

三国城；丰都发展以民族传统的“ 鬼文化”为特色，

包装成“隔世文化”，装扮全国乃至世界闻名的“ 鬼

文化城”。

!" %" * 旅游资源开发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旅游业涵

盖“吃、住、行、游、购、娱”，以及通信等多个方面，因

此通过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旅游业的可持

续发展可以促进三峡库区内的旅馆业、餐饮业、食品

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建设事业、工艺品等

产业和部门的发展 。通过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加强库区同国内外

的广泛交流和合作 ，增强外资的吸纳能力，从而带

动库区经济的发展。三峡库区深居内陆腹地，长期

以来，同外界接触机会较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保

守，招商引资能力较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库区经

济的发展。而旅游集文化、知识、信息为一体，通过

旅游活动，必然会促进外地同库区文化、经济等方面

的广泛交流和合作，让更多的人了解库区历史和文

化，关心和支持三峡库区经济发展，广泛吸纳国内外

投资，促进库区经济发展。

旅游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库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增加劳动就业。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虽然给贫穷

落后的三峡库区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但同

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和非自愿的百万移民，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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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 !!"# $ 万移民是否能按期顺利安居乐业，不仅

是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也是三峡库区能否长治久

安的重要前提。百万移民工程的直接后果将是大量

人员面临再就业容量大，带动效应强的优势。根据

世界旅游组资料显示，旅游行业直接收入每增加 !
元，其他相关部门的收入就增加 %# "& 元，旅游行业

每增加一个就业机会，就会给其他部门带来 ’ 个就

业机会。通过培训转产，将发展旅游业与安寨移民

结合起来。利用移民资金，开发具有移民特色的旅

游资源，不仅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同时也会带动其他

相关产业的发展，使库区经济跃上一个新台阶［()!&］。

"# ’ 生态利用模式

"# ’# ! 农业生态旅游* 农业生态旅游以农村自然环

境、农业资源、田园景观、农业生产内容和乡土文化

为基础，通过整体规划布局、工艺设计和系列配套服

务，为人们提供观光、旅游、休养、增长知识、了解和

体验乡村民俗生活的机会，并与季节性的果、菜、花

实地自采鲜尝、趣味郊游活动以及参与传统项目、观

赏特色动植物等自娱融为一体。三峡库区农业生态

旅游通过旅游业与农业的有机结合，让游客深入参

观库区民居建筑，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及传统文化等，

使游客贴近库区自然和农村，增强保护农业生态环

境意识，还能促进信息交流，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

村生活环境。

"# ’# + 森林生态旅游* 三峡库区的缙云山、神龙架

等一批自然保护区可充分利用丰富的生物资源，保

护与发展其生物多样性，开发森林生态旅游区。森

林生态旅游是一种追寻绿色休闲的高层次生态旅

游，通过举办音乐节、三峡红叶节、艺术节等文化娱

乐，在维持库区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进行狩猎活动和

生态教育，一方面有助于提高生态旅游区工作人员

的素质，另一方面提供各种教育手段，使人们接近库

区、认识库区、享受库区、爱护库区。

"# ’# " 水域生态旅游* 长江三峡水域两岸为峡谷风

光、气势险峻，属于观赏型生态景观，适宜开发为水

域生态旅游区。水域生态旅游是一种自然风景名胜

观光的最简单的生态旅游，旅游者可以观赏三峡两

岸的山形、植物等自然风景及其所包含的文化风貌

为目的，通过观赏茂密秀丽的山林、晶莹清澈的湖

泉、优美洁净的环境而引起心理上的愉悦、思想上的

共鸣及行为上的文明。

"# ’# % 文化型生态旅游* 各种文物古迹、古树名木、

古刹庙宇等属于人文景观，可充分利用其历史文化

和生物群落资源，发展文化型生态旅游。建立三峡

库区生态博物馆、生态模拟参观厅，提供标本展览、

影像、书籍资料。

% 结语

三峡库区交通格局的变迁改变了三峡库区的旅

游空间结构包括景点的增加以及活动空间的扩大，

带来了旅游方式的转变。旅游空间格局的变化，需

要对三峡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式重新进行调整，联合

利用模式有利于实现跨区域旅游发展；深度利用模

式可以深入挖掘三峡库区的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

文化资源；旅游资源的变化需要对三峡旅游资源进

行变化利用开发；库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与

库区产业发展共生；生态利用模式是顺利实现三峡

库区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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