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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剖析经济现状 把脉旅游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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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门头沟区按照功能定位要求，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生态涵养和保护修复力度，使得区域生态环境得到

显著改善，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在加快首都西部综合服务区（WSD）打造，并将旅游文化休闲产业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

主导产业背景下，旅游业发展状况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本文将结合近几年门头沟区旅游业发展突出特点，剖析其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并为加快区域旅游业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一、门头沟区旅游业发展的突出特点 

  旅游收入包括七要素：住宿业、旅游景区、旅行社、旅游商业、旅游餐饮、旅游交通和民俗旅游。其中，住宿业和

旅游景区构成门头沟区旅游收入主体（占旅游收入比重分别达到45.0%和20.9%），前三季度各要素比重见下图： 

  （一）旅游收入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近几年来，门头沟区不断加大旅游业投入力度，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宣传力度，科学整合旅游资源，使得旅游

市场有所扩展，旅游环境明显改善，服务质量和知名度显著提高，综合实力有效提升，旅游业整体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2006-2009年，门头沟区旅游收入年均增速达到16.5%，位居生态涵养发展区之首。今年前三季度，全区实现旅游收入

3.9亿元，同比增长19.9%，比生态涵养发展区平均增速高2个百分点。 



  （二）住宿业规模稳步扩大 

  近年来，门头沟区不断加大对住宿业的扶持力度，加强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搭建旅游管理和服务的工作

平台等措施提升宾馆饭店管理、服务、人员素质等方面的软实力，使得住宿业规模逐年扩大，硬件设施逐步改善，接待

能力和服务水平有所提高，住宿档次明显提升。从单位数量看，市局反馈目前门头沟区旅游住宿业单位共251家，其中

星级及重点宾馆25家，与2006年相比分别增长44.3%和56.3%。从经济指标看，2006-2009年，门头沟区住宿业实现收入

以13.9%的速度递增，今年前三季度，住宿业实现收入1.7亿元，同比增长22.4%，接待游客28.5万人次，同比增长

56.1%。 

  （三）旅游景区支撑作用凸显 

  多种类型宣传推介活动的有效开展，增进了外界对门头沟区旅游业的了解，扩大了旅游影响力和知名度，旅游景区

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宣传推介举措亦对其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2006-2009年，旅游景区收入以26.4%的年

均增速增长，占旅游收入的比重也不断提高，改变了全区旅游业以住宿为单点支撑的状况，2009年此比重达到21.0%，

比2006年增加4.1个百分点。 

  （四）民俗旅游发展向好 

  近年来，门头沟区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工程，使得村容焕然一新，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农民的精神面貌和价值

观念也发生较大改变，为民俗旅游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旅游景区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其周边村镇民俗旅游的

发展，吸引众多市区游客来西郊进行休闲旅游、体验农家生活。纵向对比数据显示，2006-2009年，潭柘寺和戒台寺周

边的潭柘寺镇和永定镇民俗收入年均增速达到18.9%；爨柏景区和珍珠湖带动斋堂镇民俗旅游收入实现年均高速增长，

达到38.0%；清水镇在百花山和灵山景区的积极促进作用下实现民俗旅游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32.7%。今年前三季度，民

俗旅游实现收入4768.3万元，接待游客75.2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2.7%和13.8%。 

  二、制约旅游业发展的问题 



  目前，门头沟区在旅游知名度、相关配套设施等方面均有所提升，旅游业整体发展形势向好，但仍然存在一些问

题，并且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旅游需求的不断提高，这些问题日益明显，将制约旅游业发展。 

  （一）核心要素规模相对较小 

  旅游景区、民俗旅游、住宿业是门头沟区旅游业构成的核心要素，规模大小决定行业发展方向和速度。从单位数量

来看，截止到今年10月，生态涵养发展区平均每个区拥有住宿业452个、旅游景区23个、民俗旅游2016个，而门头沟区

共有住宿业251个、旅游景区15个、民俗旅游935个，低于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平均拥有数量，与其他生态涵养发展区相

比，核心要素单位数量较少，规模相对较小，亟待调整。 

  （二）交通及配套设施有待完善 

  目前，门头沟区旅游业尚无完善的交通网络系统支撑，丰富的旅游资源无法充分发挥其旅游经济价值，每逢节假日

通往各大旅游景区的必经之路108、109国道交通拥堵明显，造成“进不去、出不来”的交通状况，使得区域旅游业发展

受到制约。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全区的旅游交通路网欠发达。此外，旅游景区通达深度不够使得不少自驾游游客

选择109国道边山清水秀的地点进行自助烧烤娱乐，不仅易造成环境污染，而且这部分旅游价值无法得到体现。可见，

门头沟区旅游交通承载能力相对旅游业发展滞后，交通路网及相关配套设施有待完善。 

  （三）旅游商业较为薄弱 

  旅游商业是提高旅游产品附加值的重要途径，通过调研了解到，门头沟区旅游商品开发处于起步阶段，生产仅限于

小规模的少量手工产品，并且进货渠道多与其他景区相同，导致旅游产品种类趋同、质量普遍不高，反映出全区旅游旅

游商业产品链条尚未形成，这种旅游商业占旅游收入比重不高的状况可能成为旅游消费的“软肋”，影响旅游市场健康

发展。目前，世界旅游发达国家旅游商业收入已占旅游收入的40%至60%，我国旅游商业收入占旅游收入的比重约为

20%。前三季度，生态涵养发展区中的密云、怀柔和延庆旅游商业占旅游收入比重均在20%左右，而门头沟区此比重为

14.4%。 

  三、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建议 

  针对制约全区旅游业发展的问题，结合旅游业发展突出特点，建议通过提升综合实力，以期实现旅游业跨越式发

展。 

  （一）加大旅游开发与投入力度 



  “十二五”期间，门头沟区将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休闲产业，建议加大旅游全方位投入力度，以推进产业发展。首

先，扩大旅游业发展内涵。旅游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在旅游经济和管理中有巨大作用，具有文化的旅游才能够

吸引人、震撼人的灵魂，进而持续、持久地发展。建议深入挖掘本地文化资源，根据游客的多层次需求，开发多元化旅

游文化休闲项目。第二，建议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借力招商引资，推进旅游大项目落地，加快实现大项目集聚效

应，增强产业发展的后劲和动力。第三，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尤其是宾馆饭店、旅游景区、民俗旅游相关配套

设施的改造升级等。 

  （二）加快旅游交通路网体系建设 

  交通条件是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和先导，是发展旅游业的“动脉”，其可进入性、网络化程度对客源吸引、线路

组织、旅游大环境的营造等方面均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建议加快旅游交通路网体系的建立，加强知名景区内外的前瞻

性交通路网建设，增强旅游景点的可进入性，逐步形成结构合理、道路通畅、运输安全快捷的旅游交通运输体系。此

外，建议加强旅游交通的管理服务，依靠科技手段提高路上监控能力和管理效率，创造良好的旅游交通环境，科学安排

旅游线路，合理调度，增加旅游交通的承载能力，促进旅游业发展。  

  （三）完善旅游商业产业链条 

  旅游商业是旅游产业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并且增长潜力较大。建议加大对旅游产品开发营销的引导和扶持，以

本地的资源与文化优势为依托，开发或整合具有浓郁地方特色旅游纪念品和特产，鼓励旅游商品的创新、策划、设计与

开发。通过实施鼓励扶持政策，努力形成组织化、规模化、市场化、规范化发展的局面。同时，创新市场营销机制，合

力推动旅游商品生产营销发展，引导旅游购物，加强旅游购物网点的开发建设。在旅游集散地、重要交通节点合理布

局，规范服务。加强行业管理，营造放心购物环境，购物网点应具有本地区或本旅游区特色的旅游商品前提下，力求种

类丰富多样。通过精选不同系列的特色旅游商品，发展建设一批特色鲜明、形象突出的旅游购物销售网点，由点及面，

扩大门头沟区旅游商品的市场覆盖率，推动旅游购物发展，进而带动相关的农业、都市工业和商业以及服务业等行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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