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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阆中古城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均衡性研究”简介 
 

徐邓耀 
 
本项目是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乐山师范学院旅游发展研究中心重点研究项目，项目编号为LY04—05，项目负
责人为西华师范大学徐邓耀教授。 
一、本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 
本项目从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入手，融会贯通旅游学、城市科学、社会学、管理学、决策科学、经济学等的相关理论，对阆中古城保护和旅游开
发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古城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经验与教训，深入分析古城保护不当与旅游持续温点难以成为热点的问题及成因。坚持科学的发展
观，紧密围绕一条基础主线：努力把握古城保护与促进旅游开发之间的均衡，通过政府规范、法制约束、社会有序、文化导向等活动的有效组
织，逐步达到两者关系的调适与公正。多视角、多层面深入探讨古城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中的系列问题，达到在古城保护的基础上以旅游业发展
促进城市发展的目的。我国古城旅游资源丰富，尤其是历史文化内涵非常深厚，要做好资源的保护工作有一定的难度，而且这些旅游资源不一定
能转化为产业优势。因此，研究组坚持市场导向，保护资源、依托资源，立足当地，因地制宜，强化特色，扶植龙头，少投快产，滚动发展，来
促进旅游发展。首先，对古城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发展与保护并重，古城保护与发展协调；恢复古城原貌，净化古城空间；其次，总结国
内外古城旅游开发研究的经验与教训；第三，鼓励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工作，实现共赢，探求最佳介入模式与途径。第四，强调古城保护与旅
游开发协调发展，研究最佳均衡模式。最后，得出结论，并将结论作一般性推广。 
本项目的主要创新：首先，以经营城市的理念统率古城的保护与旅游开发，探索我国古城旅游资源、资本与管理等优势要素有效结合
的机制与模式，使古城旅游跳出同质化的怪圈，张扬自己的个性；其次，引入利益相关者分析和反馈分析的方法，处理好政府、企
业、居民和游客的关系，强调保护古城与旅游开发关系的整体协调，将保护古城与旅游开发均衡这个目标包含在发展度、协调度和持
续度三维空间模型之中，使新城开发与古城保护良性互动，成功上演“双城记”。最后，研究在保护古城的前提下，如何抢占旅游经
济的制高点，引入适合于古城旅游开发的经营模式来带动古城经济的腾飞。 
二、本项目的经济、社会效益情况 
本项目对培养本专业的研究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提供了研究实践机会，培养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拓宽了研究生的研究范围。其中
有一名研究生以此项目为毕业论文研究内容，并发表论文多篇。 
通过对此项目的研究，对本专业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丰富了研究和教学的案例。 
本项研究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阆中古城的开发与保护的均衡性进行研究，以科学的手段、方法选择古城可持续发展模式，解决古城在
发展中的问题，促进古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借鉴。 
本项研究成果已在阆中古城的旅游开发中得到比较好的应用，并用于指导阆中旅游开发中的古城保护和旅游发展规划，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
效益。 

在本项成果的基础上，项目负责人徐邓耀申报的《关于古城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均衡性研究》课题已获四川省社科联（规划办）2005年
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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