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三峡库区休闲旅游及城镇营销的发展战略 

文/易 炜 谭 婧 

   三峡区域是20多年来的一个特殊的地域。从1970葛洲坝开工到现在的三峡大坝即将竣工，这
两个巨大的人工建筑改变了三峡区域的地理、生态以及产业结构等，同时，随着库区移民，也使得
这一区域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目前，重庆的城市定位有了，宜昌的城市定位也有了，甚至涪
陵、万州的城市定位也已经确定。我们可以暂且不去讨论这些已经有了发展规划的城市所确定的城
市发展规划是否科学，但我们不能不考虑：在整个三峡库区，县城及以下的城镇还没有做出科学的
城镇规划，至少没有自己的城镇定位。三峡库区的大部分属于重庆直辖市，而大坝的坝址却在湖北
省的宜昌市。行政区划的不同，把这样一个因三峡大坝修建而相对统一的区域人为地割裂成两大
块。在重庆、湖北大力发展三峡旅游、大打“三峡牌”的同时，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客观上忽略了
对库区广大城镇的规划。在大坝修建的过程中，库区居民的贡献最大。他们放弃了祖祖辈辈耕种的
土地，后靠移民，或者迁往外地。因此，三峡大坝建成后，除了国家的利益，最大的受益方应该是
他们。因此，本文重在讨论在实施三峡旅游发展战略的进程中，如何对库区的城镇进行定位。 
   1．“湖光山色休闲游”是三峡库区的新特性 
   三峡区域在历史上没有什么产业，改革开放以前，整个峡江（除重庆、宜昌等大中城市外）
主要就是并不发达的农业。改革开放后，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旅游才成为了这一区域的主要
产业。新的湖区形成后，农业、工业、手工业等产业也不会有大的改变，何况，随着人们的生态意
识的加强，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从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角度出发，农业用地在缩
减，原有的一些污染企业也应该下马。旅游特色虽然改变了，却还是有巨大潜力的产业，也是这一
区域唯一可以发展的产业。因此，旅游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主要支柱产业。 
   作为一项特殊的产品，三峡区域的特性是什么？那就是“旅游”。但游客来三峡如何
“游”，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历史上的三峡是以其壮丽、秀美、神奇的独特景色而闻名
于世的。葛洲坝工程建成后，三峡区域的水流变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三峡的原有景色特点，至
少“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壮观是看不到了。目前，“高峡出平湖”格局已经形成。到2009年三峡大
坝竣工，蓄水高程将达到175米。三峡大坝建成后，虽然有少量的传统景点在淹没线上，但从重庆
至宜昌的峡江格局已经完全改变，整个库区就是一个超级的人工湖。在此区域，人们不仅感受不到
三峡原有的自然景观，就是众多的人文景观也看不见了，或者，看见的是变了味儿的景观。“高
峡”被“平湖”取而代之。以前，三峡旅游的主要特点是“观光”，现在，它的旅游特性应该是
“湖光山色休闲游”。 
   2．客观、科学、统筹发展旅游产业 
   旅游特色的改变也必将影响到对这一区域旅游产业的统一规划。在这个问题上，国家已经予
以重视。2004年7月8日，国家旅游局、国务院三峡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西部开发
办、交通部、水利部联合发文，印发《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
这个规划以长江三峡175m水位库区所涉及市县区为核心区，规划范围涉及到现在的重庆、湖北、湖
南、贵州等省市。从我国目前的行政区划来看，这个范围太大，在《规划》的实施过程中，难以统
筹安排。所以，本文所探讨的范围主要是重庆至宜昌的沿峡江的库区。这个规划的期限是
2004~2010年。在《规划》实施的这几年期间，确实对以上区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然
而，正如《规划》所言，三峡工程的建设期是该区域旅游发展不确定因素出现的最多的时期。所
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此《规划》进行细化，原定于2010年的修订工作应该提前进行，以适应该区
域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 
   《规划》中对重庆、宜昌二市的规划比较实际。但对库区其他城镇的规划不具体。对于库区
各地具体的旅游项目的认定，我们认为： 
   第一，要尊重历史。对于传统三峡游的一些未受到建坝影响的项目，要积极扶持；对于那些
已经在淹没线下的项目，如果有合适的迁建地，可以异地迁建；而对于那些已经淹没又不能节省地
完好迁建的项目，一定要忍痛割爱；坚决反对借发展旅游而大兴土木，上马一些浪费、破坏环境生
态的新项目。 
   第二，要做充分的市场调查。做好科学的市场调查，不能光从政治的、专家的、地方利益的
角度来看问题，应该分析三峡旅游这个特殊的市场，从消费者也就是旅游者的角度进行调查，必要
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问卷调查、网络调查、手机调查等，收集“顾客”的意见，以市场推动服
务，以服务赢得市场。 



 

   第三，要对具体的项目进行可行性的论证。论证工作不要单一地由地方专家来做，最好由社
会学、营销学、旅游、地理、环保、卫生防疫、经济学等专家组成论证小组，对即将上马的项目进
行全方位的科学的论证。比如，有人建议在库区已经形成的一些大的岛屿上，建设诸如高尔夫球场
的体育旅游项目，我们认为为时尚早。因为，无论是在传统的“三峡观光游”，还是在现在的“都
市商务游”、“两坝一峡游”等旅游项目中，游客很少在库区景点“休闲”，也就是在库区住宿的
少。另外，库区的县城、镇子还没有配套的住宿条件。如果提前上马贵族休闲的旅游项目，即使未
来可能有收益，但目前则绝对是浪费。这样的贵族项目最好是在库区的休闲旅游稳定发展以后再予
以考虑。 
   第四，要将重庆市与湖北省的宜昌市统筹起来考虑。统筹不仅可以科学合理地实施三峡区域
旅游发展战略，还可以带动这一区域的经济良性发展，以避免条块分割带来的各种矛盾冲突。现
在，这一区域的情形是：巫山以下的城镇在城镇规划、经济发展等方面向宜昌学习，巫山以上的城
镇向重庆看齐，缺乏对自己特点的挖掘与开发。重庆在旅游发展战略上打“三峡牌”，是以重庆市
中心为核心，战略分解也是到目前它管辖的范围为止。宜昌市在湖北省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以宜昌
城区为中心，“国际水电旅游大都市”也只限于自己的辖区及周边的神农架林区。这是与传统的旅
游线路的安排相关的，因为从奉节的白帝城到宜昌，刚好是历史上的传统的游三峡的线路。即便是
后来葛洲坝修建了，人们还可以在这个线路里去小三峡品味已经看不到的传统的大三峡的神奇俊
美，去那里乘一叶“轻舟”啼听“两岸猿声”。如今，大坝竣工在即，“平湖”基本形成，重庆至
宜昌可谓是浑然一体。现有的行政区划阻碍了三峡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实施。三峡省或三峡特区应
该是又到了不得不提的时候了。 
   不错，长江三峡是中国十大风景区之一。可是，长江三峡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不属于哪一
市哪一地。只有放眼整个景区，从全局着眼，统筹安排，才能使这个特有的旅游资源发挥它最大的
效益。三峡的旅游资源不能由重庆市或宜昌市分别来承担，而应该统筹安排，并分解到各个城镇甚
至“湖”中的“岛屿”。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以及近期我们利用google earth软件进行搜索的结
果，库区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有开发价值的岛屿有100多个，还有沿库区的数不清的半岛地形地
势，也有不少的如大昌的“湖中湖”景色。这种特有的地理情形是现在以及未来库区旅游发展的良
好“地利”，应该统一合理利用。 
3．城镇定位的基础是其产业发展与景点特色 
   结合各城镇产业发展情况及附近旅游景点的特点，为城镇量体裁衣地予以定位。这样，基层
政府就能比较好地进行社会管理与经济管理。 
   2004年，《规划》出台后，库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已经相当重视生态、休闲、体育等旅游
项目了。然而，还是因为条块分割的原因，大家各自为阵，办起了农家餐馆，建设了生态园区……
目前的库区各地、各景区的旅游，都是各自为阵，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营销思路缺乏统一管理，阻
碍了该区域旅游业的持续发展，甚至会为了局部利益而破坏（盲目搞人文景点）了该区域的自然特
性。 
   产业发展紧紧围绕旅游做文章，以产业定旅游特色，以旅游特色给城镇定位。三峡库区的地
形复杂，不适合大规模发展粮食生产。传统上，也就是种植柑橘。由于柑橘的生产遍及大半个中
国，所以，这种大规模的单一发展的水果产业并没有给这一区域带来理想的收益。而且，由于销售
渠道的限制，以前，柑橘主要是靠本地销售或靠政府进行外销联络。鉴于历史的教训，是否可以考
虑将一些城镇的定位与发展多样水果和生态旅游联系起来，设置“葡萄城”、“脐橙乡”、“桃花
岛”、“腊梅岭”、“鸟岛”、“蛇岛”、“猕猴乐园”等以动植物为内容的星罗棋布的景点？这
是将产业与区域特点定位结合起来。另外，还可以发展传统景点，以景点给城镇定位。这一区域原
有的石宝寨、鬼城、白帝城等，在库区蓄水高程175米后，所受影响不大，可以考虑将附近的城镇
建设与其对应、结合。 
   对于那些距离湖岸较远又没有传统旅游景点的城镇，可以考虑将与旅游相关的产业作为城镇
的经济支柱，如大棚蔬菜、畜牧产品、林副产品等。这些产业即使有较大的收益，因为不具备特
色，不宜作为城镇定位的依据，即使是已经风靡全国的涪陵榨菜。 
   一般来说，一个城镇只发展一两个与自己相关的产业或旅游景点，也可以发展一些无污染的
小企业，以供应这个城镇必须的日常物资。其它的物资可以考虑在重庆、宜昌、万州、涪陵等地生
产，统一供应，如饮食住宿等需要的物资、旅游纪念品等。 
4．坚决杜绝化工、建材加工、有色金属等重工业、污染产业在该区域生根。 
   自葛洲坝修建至今，由于我们只注重经济效益，忽视环保，已经给我们造成了许多甚至是无
法挽回的损失。比如，葛洲坝的修建，使得一些鱼类消失，珍惜动物中华鲟鱼成了“鱼池”的宠
物。葛州坝首左岸，一个地名叫“虾子沟”，可那里的水里已经多年未见活的生物。葛洲坝前的漂
浮物还没有找到清理的好办法，现在，三峡坝区、库区也出现了清不干净的漂浮物。 
   旧的污染尚未解决，库区各级政府发展经济又带来了新的可能污染的机会。根据《重庆库区
产业发展重点及布局》，重庆市政府打算在库区一些地方发展化工、建材加工、电解铝等污染产

 



业，并将原在重庆市区的一些制造企业向库区转移。在库区设置这样的企业，是对环境的极大破
坏。长期下去，三峡的自然景观能保持吗？ 
   长江尤其是三峡库区的污染无独国人有眼，长江的污染已经在世界上榜上有名了。根据世界
自然基金会近期发布的《世界面临最严重危险的10条河流》称，过去50年来，长江各主要干流污染
增长速度超过70%，中国超过一半的工业废弃物和污水最终排泄到长江之中。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意
识到，长江不仅仅是我们的，更是子孙后代的。我们在它上面修建了电站，发了电，从而发展了经
济，就要知足，要在向长江索取的时候，尽力保证它的干净。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三峡大坝竣工后，“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象使得三峡区域的旅游特性是“湖
光山色休闲游”。由于这一区域山高地少，其发展经济的支柱产业只能是旅游。要发展这一区域的
旅游，就必须在保证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根据库区各城镇的产业发展与景点特色进行客观、科学的
统筹安排，坚决杜绝化工、建材加工、有色金属等重工业、污染产业在该区域生根(作者单位：易 
炜/三峡大学公共管理系 谭婧/雀巢（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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