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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江中游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战略

徐 德 宽

本文是在对长江 中游地区旅游资源进行科学疏理的基础上
,

通过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 的方法比较研究后
,

阐述了本地区旅游资源 的优势及开发现状
。

并结合国

际国内旅游业的发展趋势
,

提 出了长江 中游地 区旅游资源 的开发战略
:

以品位高

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

自然保护区
、

历史文化名城
、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依托
,

建

成一批 国家级乃 至世界级的景区 (点 )
。

并以此带动不同层次
、

不同特色景区 (点 )

的开发
,

争取在本世纪 末
,

把本地区建成为我国重要的旅游中心之 一
。

为了实现这

一战略目标
,

总的对策是
:

市场导向
,

抓住特色
,

联合开发
,

政策配套
。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

在
“
思想更解放一些

,

胆子更大一些
,

步伐更快

一些
”

这一历史潮流的推动下
,

在国家宏观发展战略指导下
,

一个以浦东为龙头
,

三峡工程为重

点
,

沿江中心城市为依托的联合开发长江的经济建设格局正在形成
,

这必然给长江中游地区旅

游业的发展带来历史性的机遇
。

因此
,

如何抓住机遇
,

研究和制定长江中游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战略
,

便是一个紧迫的重大课题
。

本文试就长江中游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战略谈些看法
。

一
、

长江中游地区旅游资源的优势

护喃

长江 中游地区主要涵盖湖北
、

湖南
、

江西三省
。

北有大 巴山
、

桐柏 山
、

大别山 与中原相连
;

东有怀玉山
、

武夷 山与浙闽分合
;
南有五岭同两广并系

;
西有巫山

、

武陵山
、

雪峰山与云贵高原

层迭
。

长江北纳第一大支流汉水
,

南汇湘
、

资
、

玩
、

澄
、

赣
、

抚
、

信
、

修等水
,

洞庭
、

都阳二湖吐纳诸

水于三省毗连 区
。

山地
、

丘陵
、

盆地与平原相间的地形
,

复杂的地质构造
,

形成了长江中游地区变幻多端的地

貌景观
。

鄂西北 山大谷深
,

山岭盆谷交错
;
鄂西南岩溶地貌发育

,

景色奇特
;
鄂东北风化壳深厚

,

温泉喷涌
;
鄂东南多为花岗岩山地

,

山顶浑圆
,

山坡陡峭
,

而北侧则为石灰岩岩溶地貌
。

湘西武

陵山体庞大
,

峰顶多呈平坦的方山地形
,

石灰岩分布甚广
,

而且在武陵山北
,

局部分布着砂岩峰

林
;
湘南五岭

,

山岭高耸
,

盆谷低陷
。

赣中
、

赣东
、

赣南红色盆地较为集中
,

丹霞地貌则是这些盆

地中最具特色的景观
’ 。

鄂中的大洪山
、

湘中的衡山
、

赣北的庐山
,

抬升于平原低丘之中
,

形成峻

伟
“

中峰
” 。

在抬升的边缘
,

有无数飞泉瀑布
。

江汉湖群
、

洞庭湖
、

鄙阳湖为长江中游的三大 明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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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它们的湖积冲积平原上
,

点缀着一些蚀余的残山孤丘
,

形成清丽的湖光山色图画
。

江河

网布
,

山陵变幻
,

水秀山青
,

形成了许多风光绮丽的山水风景
,

加之富集珍稀的生物资源
、

适宜

的气候和水土条件
,

蕴藏着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
。

长江中游地区历史悠久
,

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南方文化的主要发祥地
。 .

鄂西的长阳
、

郧阳猿

人
,

是本地 区史前时期的古老居民
。

鄂中屈家岭文化
,

鄂西大溪文化开辟了本地区有史文化的

前页
。

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楚文化历时 80 0年之久
,

独具一格
。

湘鄂西的土家族和苗族
,

湘西

南的侗族
,

湘南的瑶
、

苗族
,

赣东北的舍族等丰富多彩的 民族风情及地方土特产
、

手工艺品具有

浓厚的地方特色
,

构成了潜力很大的人文旅游资源
。

长江中游地 区绚烂多姿的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业的物质基础
,

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
,

其主

要优势是
:

第一
,

资源丰富
,

综合性强
。

本地 区旅游资源类型完整
、

功能齐全
、

综合性强
。

根据颁布的

《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 ))( 修定稿 )
,

我国旅游资源的基本类型共八类 93 种
。

据统计本地区自

然旅游资源有四类 20 种
,

人文旅游资源四类 55 种
,

共计八类 75 种
。

也就是说
,

全国旅游资源

类型的 80 %在本地区都具备
。

由于受地貌
、

气候
、

水文
、

生物和历史文化
、

经济社会的影响
,

本

地区已经形成了许多各有特色的
、

具有不同旅游功能的景区 (点 )
。

如观光游览
、

娱乐休憩
、

避暑

度假
、

康复疗养
、

科学考察
、

宗教朝 以及文化
、

体育
、

会议
、

商务
、

修学
、

购物等等
,

这对于开展

各种专题旅游和特色旅游
,

满足不同层次旅游的需求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

第二
,

资源特色鲜明
,

吸引力强
。

本地区旅游资源个性鲜明
,

别具一格
,

尤其是拥有其他地

区少见或没有的奇特景观
,

吸引力强
,

这是本地 区旅游资源开发的生命线
,

也是 区域资源效应

的内力
。

如
“

匡庐奇秀甲天下
”

的庐山
, “

五岳独秀
”
的衡山

, “

华中屋脊
”

的神农架等山岳景观
;张

家界砂岩峰林景观
;
武当山

、

龙虎 山道教名 山
; “

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

都 阳湖及洞庭湖
、

武汉 东

湖
、

洪湖等湖泊景观
; “

雄险奇幽
”

的长江三峡等高山峡谷景观
;
神秘古奥的神农架原始森林风

光 ; “

奇
、

险
、

野
”
的武陵源

; 江南三大名楼— 黄鹤楼
、

岳阳楼
、

滕王阁
;
武当山金殿

,

随州编钟
,

宜 昌葛洲坝及未来的三斗坪大坝
,

景德镇瓷器等等
,

都反映了本地区旅游资源的特色
。

再如庐

山云雾
、

佛光
、

佛灯
、 “

云有声
,

雨上行
” ,

武当叠影
,

巴山夜雨等是本地 区特有的景观
。

本地区历

史悠久
、

源远流长
,

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区
,

楚文化遗迹遍布各地
。

本地区也是古三国遗存

的重要地 区
,

尤其是湖北省
,

据统计
,

《三国演义 》 1 2 0 回
,

涉及湖北的达 70 多回
,

古三国遗址
、

胜迹及纪念性建筑约有 1 20 多处
。

本地区人文荟萃
,

民族众多
,

浓郁的民族风情有很强的吸引

力
,

尤其是湘鄂西的土家族
、

苗族和赣东北的舍族风情 习俗是很有特色的旅游资源
。

在旅游商

品方面更是丰富多彩
,

如武汉金银饰品
、

洪湖羽毛扇
、

武穴竹器
、

高洪太铜锣
、

妃台脐橙
、

咸宁桂

花
、

孝感麻糖
、

云梦鱼面
、

利川毛坝
“

坝漆
” 、

远安苟家娅
“

娅丝
” ,

江西景德镇瓷器
、

庐山云雾茶
、

萍乡花果糖
、

九江茶饼和酥糖
、

南丰蜜桔
,

湖南君山银针茶
、

湘绣
、

湘菜等蜚声海 内外
。

第三
,

资源 品位高
,

价值大
。

本地区拥有一批品位高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 区
、

历史文化名

城
、

自然保护区
、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
、

科学
、

观赏价值
。

这是本地区旅游业

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石
。

如长江三峡
、

庐山
、

武陵源
、

井冈山
,

景德镇
、

江陵
、

长沙
、

武汉
、

南昌
、

襄

樊
,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
、

张家界自然保护区
、

番卜阳湖候鸟自然保护区
,

武当山金殿
、

溪州铜柱
、

玉

泉寺及铁塔
、

岳 阳楼
、

岳麓书院
、

祥集弄民宅
、

韶山冲毛泽东旧居
、

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等等
。

第四
,

资源以城市为依托
,

辐射面大
。

本地 区旅游资源数量多
、

分布广
、

地域组合既分散又

相对集中
。

已成 为旅游热点的资源
,

多分布在城市周围地 区或交通干线附近
,

可进入性好
。

当

前
,

旅游资源地域组合较好的分布在武汉— 宜 昌— 襄樊
“

金三角
” ,

南 昌— 九江— 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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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

金三角
”

和湖南
’ `

东一线
,

西一 片
”

区域
。

而且旅游资源往往以城市为依托呈
“ x ”
型放射系统

或
“ O ”

型圆环状系统辐射分布
。

x 型系统的每一个部分是一个线性系统
,

每一个线性系统又包

含若干个小景 区或景点
。

O 型系统则由若干级圆环状构成
,

各级圆环在地域上相连
,

在层次上

又依次展开
,

形成以城市为依托逐层向外辐射
,

构成一个个整体开放式的旅游区域
。

二
、

长江中游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

长江中游地 区的旅游资源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
,

现 已形成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景

区 (点 )
,

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

首先
,

旅游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不够
。

如本地 区对外开放的 1 25 个县
、

市中
,

已开发成为

旅游热点的只有 10 个县
、

市
,

仅占 8%
。

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ll 处
,

已成为旅游热点的仅 3

处: ,

约占 27 %
。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6 座
,

已成为旅游景点的 3 座
,

只占 50 %
。

国家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共 招 处
,

已成为旅游热点的只 12 处
,

占 28 %
。

以上是本地 区国家级的重点风景名

胜区
、

历史文化名城
、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旅游开发现状
,

还有众多的省级
、

市县级的旅游资源

有待开发
。

因此
,

本地区旅游资源的开 发潜力是很大的
。

其次
,

由于区位条件
、

经济社会条件
、

市场状况
、

资源环境和资源特质条件存在着地域上的

差异
,

故各地旅游资源开发的地域性差异十分明显
。

品位高的或已成为旅游热点的旅游资源
,

多分布在交通干线或中心城市周围
。

如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
、

武昌黄鹤楼
、

宜昌葛洲坝
、

武陵源

风景区
、

庐山风景区
。

另外
,

有些旅游资源虽然特质条件好
,

但区位条件
、

可进入性差或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低
,

目前开发程度低
,

如鄂西
、

湘西
、

赣南等地
。

第三
,

旅游资源环境日益恶化
。

旅游资源的开发应是有益于环境的美化
,

使之产生 良性循

环
。

但是
,

本地 区不少景区 (点 )
,

由于无环境监测保护机构
,

环境保护设施及措施没有及时跟

上
,

对
“

三废
”

管理控制不严
,

景区环境 日益恶化
。

以武陵源风景区为例
,

近年来
,

武陵源风景区

环境污染的趋势 仍在发展中
:

一是 空气污染
,

局部地 区较 为严重
,

二氧化硫高达 0
.

62 毫克 /

米
3 ,

超过国家一级大气标准 3
.

68 倍
,

杉木大片枯黄
,

P H 值达 动
·

4 4
,

并且出现酸雾酸雨
。

二是随

着游人的增加
,

生活污水增多
,

垃圾废渣及其他废弃物剧增
,

溪水污染严重
。

三是捕杀野生动

物
、

乱砍乱伐森林
,

使自然生态和原始景观遭破坏
。

第四
,

旅游管理混乱
。

由于管理体制上的不完善
,

不少景区 (点 )的旅游资源存在着管理混

乱
、

消极利用的状况
。

管理上的混乱
,

必然导致缺乏统一规划建设
,

使资源遭受破坏
,

环境遭受

污染
。

有些景 区 (点 ) 由于地域上跨越几个行政区划
,

加之协调不力
,

出现严重的边界纠纷
,

以致

有些宝贵的旅游资源遭到灭顶之灾
。

三
、

长江中游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战略及实施对策

当前
,

在 已形成的国际旅游业格局中
,

主体仍是地处欧美的经济发达国家
。

由此形成的竞

争格局包括三个方面
:

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
;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

;
发展中国家之间

的竞争
。

表现在地域上
,

则集中在欧洲
、

美洲和亚洲
,

其中又以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竞争激烈程度

为最
。

欧美这两个旅游发达地区
,

旅游支出占世界总数的 80 %以上
,

收人占世界的 79 %
,

剩下

的国际旅游收入份额约 21 写就由亚洲
、

非洲等地区争夺
,

竞争十分激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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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我国旅游现正处在由初创期进入发展期阶段
,

由于各地 区发展旅游的条件差别大
,

所以各

地区不是处于同一阶段
。

从我国旅游市场情况来看
,

现 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
。

这种转

变的表象主要是
:

来华的海外旅游者从过热增长逐步降温
; 旅游者对旅游的价格

、

路线
、

季节选

择性增强
;
对服务的质量要求提高

。

因此
,

长江中游地区在这种国际与国内旅游业的大背景下
,

如何确定其发展方位
,

制定正确的市场战略
,

开发具有特色的旅游
“

拳头
”

产品
,

这是关系到这

个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

根据国家
“

积极发展旅游业
”

的方针和
“

适度超前
,

持续稳定
”

发展旅游业的指导思想
,

结合
`

长江中游地区旅游资源的优势和现状
,

我们认为
,

长江中游地 区旅游资源的开发战略是
:

以品

位高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

自然保护区
、

历史文化名城
、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依托
,

建成一批国

家级乃至世界级的景区 (点 )
。

并以此带动不同层次
、

不同特色景区 (点 )的开发
,

争取在本世纪

末
,

把长江中游地区建成为我国重要的旅游中心之一
。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 目标
,

总的对策是
:

市

场导向
,

抓住重点
,

联合开发
,

政策配套
。

1
.

市场导向
。

以客源市场为导向是维持和提高资源效应的重要因素
。

市场是 由人员组成

的
,

市场的变化实质上就是人的行为的变化
。

这就要求我们经常研究游客的需求和愿望
,

密切

注视客源市场在客源结构
、

客源流向
、

旅游形式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

作出基本预测
,

结合长江中

游地 区旅游资源的优势
,

开发适销对路 的旅游产品
,

并针对 目标市场进行强化宣传
。

根据 1” l

年统计
,

本地区国际市场客源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

台湾客源市场为主导市场
,

外国市场份额占

全地 区海外客源的 30 %
。

目前
,

本地区海外客源市场 已呈现以台湾
、

日本和东南亚等周边市场

为主体
,

以欧美市场为两翼的总体格局
。

海外客源流 向以长江三峡
、

张家界
、

庐山为主
。

从外国

游客的排序来看
,

日本为第一客源 国
,

以下是美国
、

法国
、

英国
、

德国
、

新加坡
、

澳大利亚
、

意大

利
、

马来西亚
、

南朝鲜
、

菲律宾
、

泰国
、

印度尼西亚
。

从旅游形式上看
,

大量的仍为团体旅游 (约占

7 5% )
,

其中以豪华团为主
,

散客有增长趋势
。

从游客年龄上看
,

仍以中老年为主
。

根据 客源市场的变化
,

我们作出的基本预测是
:

未来 20 年
,

台湾市场是本地冥的主体市

场
,

港澳市场是重要的客源市场
。

因此
.

必须针对这两个市场的需求
,

随时调整旅游产品结构 、

以灵 活多样的经营手段
.

增强本地区的吸引力
。

日本市场是第一位的外国客源市场
,

日本游客

对长江三峡
、

古三国之旅的热情正方兴未艾
。

根据这一需求
,

应迅速解决航空交通问题
,

如旅游

包机能从日本直飞武汉
、

宜昌等地
,

将会迎来大批的 日本游客
。

美国市场形势看好
,

从流向来

看
,

主要是游览长江三峡
,

多为豪华团
。

法国市场客源流向
,

多偏 向有文化特点的线路
,

本地区

悠久的历史文化
,

独特的民族风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

英国市场和德国市场潜力巨大
,

航空交

通是主要的障碍因素
。

预计 21 世纪初
,

远距离的客源市场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

东南亚市场

由于距离较近
,

历史
、

文化与我国渊源较深
,

是本地区旅游发展的潜力市场
,

后劲足
。

根据预测
,

长江中游地区国际客源
,

1 9 9 5 年为 朽
.

8 万人次
,

2 0 0 0年为 77 万人次
, 2 0 0 5 年

为 1 5 4 万人次
,

2 0 1 0年为 3通6 万人次
。

其中
,

2 0 0 0 年—
2 0 1 0 年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 19 9 2 年

—
2 0 0 0 年的增长幅度

。

在这样的形势下
,

我 们的工作应适度超前
,

尤其是旅游资源的开发
,

应根据客源市场的变化
,

推出各种系列的旅游产品
,

这是实现战略 目标的基本前提
。

2
.

抓住重点
。

旅游资源开发战略的实施
,

必须明确重点
,

分步开发
。

首先
,

抓住那些品位高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

自然保护区
、

历史文化名城
、

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

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给予倾斜
,

优先开发
。

这种高起点
、

高水平
、

短周期的开发
,

可使产品迅速

成熟并投入国际市场
,

使国际旅游迅速发展起来
。

这有利于本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的繁荣
。

其次
.

抓住重点地区
。

湖北
“

金三角
”

中的宜昌 (长江三峡 )和武汉
,

江西
“

金三角
”

中的九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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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 山 )和南昌
,

湖南
“

东一线
,

西一片
”

中的大庸 (武陵源 )和长沙
,

应是重点开发地区
。

今后应进

行深度开发
,

丰富游览内容
,

提高综合接待能力
,

并以这些重点地区为中心向周围辐射
。

.

第三
,

抓住重点专项与特色旅游产品
,

增强吸引力
。

依据地方性
、

民族性和参与性原则
,

结

合市场需求
,

本地区可开发出许多唯我独有的专项与特色旅游产品
。

如长江三峡线已被我国定

为旅游
“
国线

” ,

这是一条最受欢迎的旅游热线
,

在进一步完善
、

充实沿线景点的同时
,

更应该考

虑至了三峡工程建成后
,

产品的开发与组合的未来态势
,

使这一
“

拳头
”

产品更有吸引力
。

以武陵

源为主的湘西自然风光
、

民族风情线可将观光游览
、

探险猎奇
、

科学考察融为一体
,

具有国际吸

引力
。

景德镇可利用当地悠久的陶瓷历史
、

丰富的陶瓷珍品
,

精湛的陶瓷工艺
,

开展陶瓷文化旅

游
,

世所独有
。

此外
,

神农架探险与科学考察
,

猛洞河与神农溪漂流
,

岳阳泪罗江龙舟竞赛
,

番卜阳

湖候鸟观赏与研究
,

武当山
、

龙虎山道教文化
,

井冈山革命圣地等等也都各有特色
。

3
.

联合开发
。

开发旅游资源
,

其最终表现形式必然是旅游景点网络化
。

长江 中游地区的旅

游资源多数开发不够
,

从现有条件来看
,

只有把这些景区 (点 )有机地组合起来
,

联合开发
,

优势

互补
,

建立布局合理的旅游网络
,

才能提高整体的吸引力
。

例如
,

在武汉经济协作区
,

长江干流

呈
“

w
”
型流向

,

w 的五个顶点
,

宜昌
、

岳阳
、

武汉
、

九江
、

芜湖是区内重要 的旅游区
。

因此
,

武汉

经济协作区旅游资源的开发
,

总的旅游网络可构想为
:

以长江为纽带
,

以武汉为中心
,

以
“

W
”

型

的五个顶点为重点
,

形成联系东西
、

沟通南北重要旅游区的网络格局
,

即
“

w
”

型网络
。

以这个网

络格局为基础
,

积极拓展与北京
、

上海
、

广州等进出口岸以及西安
、

杭州
、

桂林
、

黄山等旅游热点

的联系
,

使武汉经济协作区的旅游网络与全国旅游网络连成一体
。

4
.

政策配套
。

为了保证旅游资源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
,

必须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
。

( l) 改革旅游管理体制
,

建立和健全组织系统
。

根据长江 中游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现状及实

施战略 目标的要求
,

建议设立长江中游地区旅游业协调委员会
,

以便及时协调解决旅游发展中

的各项重大问题
。

省市地旅游局要实行独立建制
。

理顺各主要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

实行城建
、

旅游部 门双重领导体制
,

便于对景区实行全面管理
。

确立旅游企业的市场地位
,

实行政企分开
。

( 2) 多方筹资
,

加快旅游资源开发速度
。

一是要增加资金投入
,

在形式上可以贷款
、

土地入

股
、

以物抵资
、

以工抵资
,

还可以发行债券
、

股票
、

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
。

二是要继续贯彻
“

五个

一起上
”
和

“

谁投资谁受益
”

的方针
,

充分发挥国家
、

集体
、

个人的积极性
。

( 3) 给予优惠政策
,

积极扶持旅游业的发展
。

对一些重大项 目用贷款新建
、

改建
、

扩建的景

区 (点 )
,

在偿还贷款期间免缴所得税
,

创汇全额留成
。

其他景区 (点 )视不同情况
.

可实行减
、

免

税或税后部分返还的政策
,

以利于旅游业不断积累资金
,

增加 自我发展的能力
。

对旅游商品的

产
、

供
、

销实行扶持
、

优惠政策
,

旅游商品应视同外贸出 口商品
。

( 4 )加强立法
,

完善规章制度
,

以法治
“

旅
” 。

要尽快建立
“

旅游法
” 、 “

饭店法
”

等法规
。

当前
,

本地区旅游资源环境 日益恶化
,

有些地方甚至严重的破坏 了 自然 生态环境
,

影响了火类的生

存
。

有关的环境法规并不少见
,

关键是要监督执行
,

依法办事
。

丫 ,

、 冬

注 释
:

江) 本文引用了《长江中游地区旅游资源的评价及开发研究》课题中的部分研究成果和相关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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