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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山区古镇旅游产业链特征分析
*

———以重庆龚滩古镇为例

胡志毅,田学芝

(重庆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厘清旅游产业链特征,对准确分析旅游业的社区参与状况和有效促进旅游扶贫具有重要作用。运用产业链理论,以
地处武陵山区的重庆龚滩古镇为例,从形态结构、演化过程和空间特性3个方面分析了贫困山区古镇旅游产业链特征。
研究表明:1)龚滩古镇旅游产业链具有“双层两圈结构”。当地居民主要参与到低价值环节,获益程度较低,产业链本地化

面临当地居民“不愿意”和“无能力”的双重障碍;2)随着旅游业发展,本地化特征鲜明的古镇传统产业链进入了“旅游化”
演化过程,具体表现为产业链重心位移、空间扩张和关系解构3个子过程;3)古镇旅游业呈现出以古镇老街为中心、与周

边区域基于供需关系形成的“横向链小集聚、纵向链大跨越”的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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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是基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形成的产业经济学概念,抽象描述了各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

经济联系和时空布局关系产生的链条式关联关系[1]。通过从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等4个维度剖析

产业链,有助于厘清企业之间、城乡之间乃至区域之间产业的分工合作关系和互补互动过程[1]。自上世纪90年

代以来旅游产业链研究得到了学界高度关注[2]。鉴于旅游产业链长、综合性强、关联度大和带动性高的特点,以
及我国贫困乡村与旅游资源富集区的空间重叠现象[3],旅游扶贫成为我国新时期扶贫开发十项重点工作之一。
在国际上,“面向贫困人口的旅游”和“消除贫困的可持续旅游”等理念已得到联合国和世界旅游组织的认可[4-5]。
在我国乡村地区,旅游扶贫的积极成效已经显现。据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180多万个

乡村旅游经营户,直接从事乡村旅游的农民3000多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6.90%,已引领800多万人实现脱贫。
近年来,旅游产业链关联效应发挥不足的问题开始受到重视[6-7]。随着2013年精准扶贫理念的提出,精准

识别成为提升扶贫质量的前提条件。但是,在产业链视角下,要实现旅游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必须先剖析针对

哪些利益主体、针对哪些产业环节和适用哪些方式等关键问题,避免出现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规模排斥、区
域排斥和识别排斥[8]。本文以产业链理论为基础,以地处武陵山区的重庆龚滩古镇为例,通过古镇旅游产业链

的形态结构、演化过程和空间特性的分析,以期为厘清社区居民在旅游产业链中的技术经济地位和实现扶贫对

象的精准识别提供参考。

1旅游产业链及其特征

1.1旅游产业链

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产业链(Industrychain)定义,国外学者常使用供应链或企业网络等术语[9-10],国内学

者分别从价值链、供需链、企业链或空间链等不同维度界定产业链[1]。旅游产业链思想是产业链理论在旅游业

的应用[10],研究为旅游者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和部门构成要素及其关联关系。关于旅游产业链的构成要

素,存在两种认识:“六要素论”认为旅游产业链只包含吃住行游购娱等传统六要素产业[11]。目前国家旅游局主

导的旅游产业统计口径基本采用这一观点;“大旅游论”认为旅游产业链包括所有直接和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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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更能完整勾勒出旅游产业体系及其内在的层次关联[12]。

1.2旅游产业链特征

一般而言,产业链具有组成结构、演变过程和空间形态等静态特征、稳定性和学习性等运动特征,以及优位

区指向性、市场导向型和政策诱导性等动力特征[13]。在具有上述一般特性的同时,旅游产业链的特殊性体现在

以下4个方面:1)形态多样性,存在基于分工合作关系的横向链条、基于供需合作的纵向链条、以旅游企业为核

心的模块化网状结构和企业生态综合体等多种表述方式[14-17];2)产业链核功能较弱。目前,存在以旅行社为链

核、以核心景区为链核、以优势企业集团为链核等多种观点[11]。总体而言,我国旅游企业“散、小、弱”的特点导致

了链核缺失或功能不强的现象较明显,乡村旅游缺乏链核或核心企业带动作用弱的现象尤为突出;3)空间布局

的多重指向性。产业经济学认为,企业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必然不断寻求优势区位,从而出现“循优推移”过程,最
终出现同类企业在优势区位出现“产业集群”现象,或不同的关联产业为提升分工效益而趋于分散到不同的优势

区位。在旅游业中,此过程的推动力来自于旅游资源禀赋、劳动力地域分工和传统经济空间布局的多重指向性。
简言之,旅游消费的综合性可能将导致不是“同类企业”而是各“关联企业”的空间集聚,不是“横向关联”而是“纵
向关联”企业的空间分散;4)产业价值链的复杂性。旅游价值链是指旅游业内部不同产业承担不同的价值创造

职能,呈现一个价值传递、转移和增值的过程[14]。研究表明,旅游价值链的复杂性体现在形态网络化、产业复合

性和价值创造能力趋同、传统单纯的产业部门只能处于价值曲线底部[16]、价值链节点上同质竞争者的数量越多,
该节点分配的价值越小[18]、价值链的价值和利润转移范围和转移频率比传统产业链更高更快等方面。

依据产业价值链观点,旅游产业链形态的差异、空间格局的不同以及价值创造能力的区别,将导致产业链条

不同环节的旅游从业者获益程度的差异。因此,通过产业链分析,厘清乡村旅游产业链在形态结构、空间格局和

演化过程等方面的特征,将对后续深入分析社区居民的参与环节、参与形式和受益程度,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2案例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龚滩镇位于重庆市酉阳县,地处武陵山区中部。武陵山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是跨省

交界面大、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酉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2013年全县人均GDP
为1778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848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5.71%,重庆市平均水平的70.14%(数据来源:
《重庆市统计年鉴2014》)。龚滩古镇是龚滩镇原场镇所在地,已有1700年历史。目前,龚滩古镇是是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和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量超过50万人,旅游综合收入超亿元,是全镇乃至酉阳县脱贫

致富的重要支撑之一。
作为一个单案例研究,遵循了案例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步骤。笔者先后于2013年4月、2014年8月、12月3

次赴龚滩古镇实地调研,共计28天。首次调研以了解龚滩古镇基本情况为重点,为后续实地调研奠定基础。第

二次调研全面深入龚滩古镇旅游业发展状况,重点调研古镇旅游产业链的相关情况。最后调研以补充遗缺信息

为主。
主要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收集资料。其中,针对古镇旅游企业(种类、数量、存在形式等)、企业间分工合作

关系和供需关系(方式、规模、空间跨度等)等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方法。访谈以非结构化访谈为主要形式,预设访

谈提纲,并根据访谈对象的回答追加提问。访谈对象包括旅游业经营者及其供应商、流动商贩、在古镇旅游企业

打工的当地人和未参与旅游业的当地居民等。对旅游经营者及供应商的访谈内容包括不同产品或原材料的成

本、价格及进货渠道、方式与频次、店主与其他经营者的关系。对流动商贩的访谈内容包括部分土特产品的来源

渠道和方式(转卖产品类型、方式及获益情况)等;对在古镇旅游企业打工的当地人访谈内容包括前后工作变化、
工作时间安排及工作满意度等;对未参与旅游业的当地人访谈内容包括对自家现状的评价及对古镇商家的看法

等。

3龚滩古镇旅游产业链特征

3.1旅游产业链形态特征

一般而言,产业链可分为基于分工合作的横向链和基于供需关系的纵向链。调研发现,从“横”和“纵”两个

维度,古镇旅游产业链形态可概况为“双层两圈结构”(图1)。
在古镇范围内,直接面向游客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包括旅游运输业、餐饮业、住宿业、零售业、旅行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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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古镇旅游产业链形态结构示意图

Fig.1 Thebasicstructureoftourism
industrialchainintheancienttown

景区等,形成了以游客需求为中心、分工合作的横

向链,并可进一步划分为以景区为核心的双层结

构。古镇景区是位于上方的引力层,其他部门是

位于下方的服务层。将古镇景区剥离出服务层的

原因在于,景区不是一个独立、封闭和业态单一的

景区型企业,而是在特定地域空间中具有核心吸

引作用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综合体。服务层

的相关企业位于景区范围内,提供吃、住、行、购、
娱等服务。引力层和服务层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现

为:引力层是吸引游客的核心要素,是服务层存在

的前提;引力层通过影响游客的数量规模结构和

消费规模结构,影响到服务层的规模和结构;同
时,服务层企业或经营者的房屋形态、装修风格、
服务内容以及言行举止等,构成引力支撑要素,起
到增强或弱化整体吸引力的作用。

旅游运输业、餐饮业、住宿业、零售业、旅行社和旅游景区等核心行业分别与其上游行业,基于产品供需关系

形成多个纵向子链条。其中,六要素行业处于核心圈,其他上游产业处于拓展圈。核心圈行业直接为旅游者提

供商品和服务,拓展圈企业数量、规模和产品规格等会受到旅游市场的影响。越接近处于末端的核心行业,经济

联系越紧密,受到的影响越大(以餐饮服务为例,图2)。

图2 古镇餐饮服务纵向链示意图

Fig.2 Theverticalchainofcateringindustryintheancienttown

综合而言,由旅游景区与吃、住、行、购、娱等行业形成的引力层与服务层的“双层”,由六要素行业与其上游

产业形成的核心圈与拓展圈的“两圈”,共同构成了古镇旅游产业链的“双层两圈结构”。此结构具有4个特点:

1)横向链整体相对稳定。首先表现在个别部门缺失的断链情况少见。同时,受到政策(行业进入管制、文物

保护政策等)影响,部分产业(如游船业)由政府授权的个别经营者垄断。随着产业发展,链条内部结构持续变

化。新的餐饮、住宿和零售经营者不断进入;原有经营者扩大经营规模,增加产品种类,增加服务类型;产业之间

的横向合并或扩张比较常见,例如,古镇老街居民参与旅游业的典型拓展路径是从利用临街门面提供餐饮服务,
到利用多层房屋提供住宿服务,再到占据临街公共空间售卖土特产和小吃品,逐步扩张经营规模和服务类型。

2)纵向链联系松散,且越往产业链上游环节,松散性特征越明显。以土特产品(如豆豉、野生菌、红苕粉/干

及土鸡蛋等)为例,形成了农民(土特产品生产者)-赶场人(游走乡间的土特产品收购者)-零售经营者(土特产品

销售者)-游客的链条结构。尽管赶场人与农民之间存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如亲戚、邻居或朋友),但其经济关系是

松散和随机的。农民生产的非规模化和零散性,使得赶场人收购的土特产品类型、数量、品质和价格具有高度不

确定性,进一步导致赶场人面向零售经营者的供应能力不稳定。纵向链的松散联系表明,古镇旅游产业纵向链

具有较大整合空间。

3)产业链缺乏链主。原因有二:从产业规模看,古镇餐饮、住宿和购物等企业的规模较小,既无法单独形成

吸引力,也无法影响和控制所在行业的供给市场,无法成为链主;从客源结构看,由于自助游兴起和周边区域的

包价旅游线路尚不成熟,旅游团队在古镇旅游市场中的比例低,导致旅行社对古镇旅游业的整合作用有限。虽

然古镇旅游业缺乏整体链主,但在个别产业部门内部存在链主。例如,基于“田四红苕粉”的生产规模和品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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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使其在古镇红苕粉产业起到了链主作用,向上能左右红苕收购价格和种植面积,居中垄断了古镇所有红苕粉

生产和批发,向下具有选择零售经营者和决定零售价格的市场控制力。

4)当地居民参与低价值环节,获益程度较低。古镇居民的参与集中在吃、住、购等核心部门,产业内部竞争

激烈,经营规模有限。从受益主体看,政府、国有企业、当地能人和外地投资者占据了产业链的高价值环节,成为

主要受益者。例如,当地政府通过分别向大型国企和民营企业出让乌江和阿蓬江河段的游船经营权和渔业养殖

权,每年可获得超过500万元受益;又如,随着古镇旅游日益繁荣,来自附近酉阳县城的长途客运业者反应迅速,
将县城至龚滩的长途客运转化为旅游客运,汽车班次成倍增长,经营效益明显提升,但古镇居民因为无法介入旅

游客运业而无法获益。
“产业链本地化”被认为是提升旅游扶贫效应的重要途径之一[19]。调研发现,古镇旅游产业链本地化存在诸

多障碍。纵向链本地化延伸存在障碍:由于本地农副产品(如红苕)生产的零散性和小规模,使其产量低、价格高

和质量参差不齐,最终导致本地红苕干加工者宁愿进口外地红苕加工后在本地售卖。横向链本地化拓展存在困

难:鉴于满足现状生活、缺乏后续资金和经营性建设用地,以及贫困山区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的本地劳动力缺

乏等原因,已参与旅游业的本地居民的产业扩张意愿偏低。同时,技术能力、资金实力和经营能力的不足,使有

心扩大经营的本地居民无力为之。

3.2旅游产业链演化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日常生活功能的传统码头集镇,龚滩古镇形成了本地化特征突出的产业链

条,具体体现在(图3):①古镇产业以农业和农村服务业为主,以居民生活服务和小规模农产品交易为重心;②古

镇劳动力以本地居民为主,个别农机、化肥等工业产品的经营者来自于镇外;③古镇产业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与

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具有较稳定的耦合性。以本地化特征突出的产业链为基础,古镇能够为早期进入

的游客提供其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图3 古镇旅游产业链演化过程

 Fig.3 Theevolutionprocessoftourismindustrialchainintheancienttown

随着以旅游业为导向的发展转型和旅游业规模的持续扩大,古镇产业链进入了一个“旅游化”的演化过程,
具体体现在3个子过程:

1)产业链的重心位移,从以服务于本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为重心逐步转向同时服务于居民和游客的消费需

求。古镇居民的房屋结构改造和经营业态转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古镇传统民居是一楼一底一阁楼的3层结

构,空间功能分别为底(开店)楼(自住)阁(杂物)。为满足旅游需求,上述空间功能结构发生了3大变化:居民自

住空间迁移,居民普遍将条件较好的二楼重新装修后作为客房,自家人则住进了阁楼;功能配套空间增加,二楼

从一个家庭公用卫生间变化为每个房间配一个独立卫生间;旅游经营空间拓展,底楼商业空间从单纯经营餐饮

或购物,扩展为外(临街)售商品、内(底楼内部)做餐饮的结构,尽可能地侵入原有的临街公共空间,拓展自身营

业空间。

2)产业链的空间扩张,从相对固化的本地化产业链转变为与外部联系更紧密频繁的内外一体化产业链。由

于旅游业发展导致古镇消费需求增加,必须向外寻求产品或原材料供给。例如,随着游客数量增多,原本能够自

给自足的本地蔬菜已无法完全满足需求,必须接受临近县城的供给;又如,古镇商贸业(餐饮用品、床上用品、医
药用品等)的规模扩大也直接得益于旅游业。同时,在旅游业促进下,古镇土特产品逐渐形成知名品牌,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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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不再局限在本镇,已逐步向外开拓市场。例如,田四红苕粉、绣花楼酥食等当地知名特产已通过登陆淘宝网

和参加旅游交易会等方式拓展市场。

3)产业链的关系解构,从社会经济关系的高度耦合转向经济联系紧密但社会关系松散。一方面,旅游业发

展导致当地经营者之间、经营者与农民之间的交易规模更大、交易更频繁、交易方式更多样化,经济联系更紧密。
同时,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外来人群的日益壮大,旅游经营者之间的明争暗斗、“旅游穷人”(小商户)对
“旅游富人”(大商户)的嫉妒心理以及未受益居民的不平衡心理状态,都导致了古镇邻里关系的脆弱化和松散

化。例如,临街居民通过侵占公共空间拓展自身营业面积的做法,已成为引发邻里关系紧张的突出矛盾之一。
再如,进入古镇经商的外地人逐渐增多,通过劳动雇佣关系、婚姻亲戚关系等渗透入古镇社区,已成为重构古镇

社会关系结构的一股重要力量。
可以预见的是,上述3个过程将在古镇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持续嬗变,影响乃至重构古镇产业链条,使得产业

链的本地化特征减退和旅游化特征增强。

3.3旅游产业链空间特征

总体而言,龚滩古镇旅游产业链呈现出以古镇老街为中心、与周边区域基于供需关系而形成的一个“横向链

小集聚、纵向链大跨越”的空间格局(图4)。

图4 古镇旅游产业链空间格局图

Fig.4 Thespatialpatternoftourismindustrialchainintheancienttown

1)古镇旅游产业链的核心是古镇老街。作为龚滩古镇建筑文化、盐商文化与码头文化等最集中呈现的地

方,老街成为游客必到之地和核心游览区,成为旅游经济活动和旅游产业最密集的区块。沿街店铺拥有明显的

区位优势,主要从事餐饮、住宿和购物等横向链条核心行业。拥有沿街店铺的当地居民成为最直接受益于旅游

业的人群。在老街以外的背街或边缘地带,随着游客数量减少和密度降低,产业布局的变化体现在产业门类的

变化,部分农副产品加工业选择布局在背街。同时,与老街相比,背街餐饮和住宿企业必须通过规模和特色吸引

游客。例如,投入更多资金改造房屋,从老街的单门独户扩张为院落式的住宿设施。与老街居民相比,拥有背街

房屋的当地居民获益程度明显降低,自主经营的收入相对减少,或出租房屋的租金收入降低。

2)纵向链的上游行业,多零散分布在古镇外围,在劳动力、生产技术和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其分布

的空间跨度和分布密度存在差异。例如,本地出产的土特产品和农副食品的供给链较短,农作物的种植、采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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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过程在龚滩镇内或相邻的贵州省山区内即可完成。又如,餐饮业必需的餐饮用具、住宿业必需的家具等的

供给链延伸到古镇紧邻的酉阳县城;旅游商品中的民族服饰、娱乐业中的游船设备的供应链则延伸到重庆市主

城区。

3)古镇旅游业各部门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多重指向性。不同行业对各自优位区的追逐体现在空间布局的不

同偏好。传统区域经济形态对龚滩古镇旅游产业链的空间格局具有重要影响。作为一个传统码头集镇,龚滩古

镇天然具备了住宿、餐饮和小商品贸易等服务功能。在山地环境下,传统南方山地农作物如红薯及其制成品,以
及自然供给物如蘑菇、乌江鱼等传统食材,成为了古镇旅游中的土特产品和特色美食,融入到餐饮和购物部门

中。资源导向性在龚滩古镇旅游产业链中表现明显,体现为旅游核心企业及相关企业紧紧围绕古镇老街这一核

心资源布局。直接为游客服务的横向链条的核心企业都集中在古镇内,越往古镇外围延伸,分布密度减小。消

费指向性主要表现在古镇内部。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直接服务游客的餐饮、住宿及购物等部门都尽可能地集中

分布在游客规模最大、消费几率最大的古镇老街内。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通过分析发现,龚滩古镇旅游产业链形态表现为“双层两圈结构”,具有覆盖核心行业的横向链整体较稳定、
衔接核心行业与关联行业的纵向链较松散、纵向链缺乏链主、当地居民主要参与到低价值环节和获益程度较低

等特征;从演化特征看,随着以旅游业为导向的发展转型和旅游业规模的持续扩大,古镇产业链进入“旅游化”的
演化过程中,表现为产业链重心位移、空间扩张和关系解构3个子过程;从空间特征看,呈现出以古镇老街为中

心、与周边区域基于供需关系而形成的一个“横向链小集聚、纵向链大跨越”的空间格局。

4.2建议

首先,针对纵向链联系松散的特点,可通过建立以旅游业为核心,涵盖种植、养殖和农副产品加工等多产业

的农民合作社等方式,将松散的产业间关系内化为合作社内部协作关系,根据旅游需求发展高品质和规模化的

定制农业体系。其次,针对旅游产业链本地化的现有障碍,以引导打工者归乡创业为先导,通过劳动力就业的本

地化提升就业效益,通过资金来源和效益分配的本地化减少漏损效应,通过旅游商品生产和销售的本地化提升

整体效益,提升居民参与旅游业的积极性。以全产业链“扶弱而非扶强”为指导思想,重点开展针对产业链最上

游农业的技术扶持,针对产业链下游经营者的能力扶持(包括经营能力、经营意识、服务水平等),以及基于金融

创新针对农村小微企业的资金扶持,提升居民参与旅游业的能力。应重视古镇产业链旅游化过程的“双刃剑”效
应,既要积极扶持产业链的外向型空间扩张,推动古镇旅游产业走出去,也要合理引导产业链的重心位移,确保

在完善旅游服务设施的同时满足当地居民的生活消费需求,更要关注社会关系解构的负面影响,通过有效的社

区管理手段维护社区和谐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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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theCharacteristicsofTourismIndustrialChainofAncientTownsinthe
PoorMountainousArea:aCaseStudyofGongtaninChongqing

HUZhiyi,TIANXuezhi
(CollegeofGeography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BasedontheindustrialchaintheoryandtakingGongtaninChongqingascase,thispaperanalyzesthecharacteristicsof
tourismindustrialchainintermsofitsinternalstructure,evolutionaryprocessandspatialstructure.Itisfoundthat,firstly;

tourismindustrialchaininthetownpresentsaninternalstructureof‘twolevelsandtwocircles’.Thelocalizationoftourismindus-
trialchainisconfrontedwithtwomajorobstacles,indigenousresidentsarebothunwillingtoandunabletoexpandtheirbusinessand
maximizebenefitfromtourismdevelopment.Secondly,thetourismizationprocessoflocalindustrialchaincouldbeobservedinthree
dimensions,includingfocusshifting,spatialexpansionandsocialstructuretransformation.Thirdly,tourismindustryinthetown
showsacenter-peripheralspatialstructure.
Keywords:poormountainousarea;tourismindustry;industrialchain;theoldtownofGong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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