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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旅游线路建设为契机推动区域旅游发展 

 

 马晓龙 ( 中国旅游研究院 ) 

       国家旅游局近日公布了《中国国家旅游线路初步方案》征求意见稿，“丝绸之路”、“香格里拉”、“长江三峡”、“青藏铁路”等12条线
路进入首批中国国家旅游线路的备选名单。从旅游产业宏观运行角度看，国家旅游线路的出台在树立统一、清晰、形象明确的国家旅游产品品
牌，支撑中国国家旅游总体形象，进一步加强国际国内宣传促销和市场推广，引导海内外游客旅游流向，打造旅游热点线路、热点地区和热点
产品，形成若干新的旅游消费热点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从地方旅游产业发展的角度看，这些线路的推出也将从一定程度上改变目前我国
区域旅游发展的格局，并将凸现出一系列新趋势与新特征。  

       1.跨行政区之间的旅游合作将成为新一轮区域旅游合作的重点。国家旅游线路的设计并没有特别考虑行政区对资源和产品组织的制约，在公

布的12条线路中，几乎所有线路都跨越了若干个省级行政单元。而跨区域旅游合作恰恰是目前我国区域旅游发展的瓶颈问题。如作为中国旅游
的“王牌”线路之一，长江三峡因隶属湖北与重庆两省市，不仅没有形成整体品牌，反而因各自为政削弱了其国际影响力和应有经济效益的发
挥。为了保持线路的完整性，国家旅游线路方案的出台，有望消除现有区域旅游发展的外部不经济性等问题，跨行政区之间的旅游合作将成为
新一轮区域旅游合作的重点。  

       2.资源开发和产品建设的投资重点将出现明显倾斜。国家旅游线路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整合资源、突出重点、推动区域和地方旅游业发
展”。基于这样的目的，沿线旅游线路和产品在区域旅游发展中的功能和地位将进一步凸显，未来国家级旅游资源开发和项目建设的重点自然
将围绕这些线路及其沿线地区倾斜，并为一些原有开发条件相对较差、旅游基础设施尚待完善的线路提供发展机遇。如大运河国家旅游线路的
推出，必将提升大运河旅游线路在国际旅游市场的知名度；而香格里拉国家旅游线路的推出也必将从一定程度上改善沿线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
相对不足的局面。  

       3.旅游市场结构将发生较大改变。国家旅游线路的遴选原则之一是“在国际国内旅游市场上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着眼于吸引海外游
客，并满足国内旅游发展需要，有利于引导国民旅游消费”。可见，吸引海外游客是国家旅游线路建设的最基本初衷。而随着国家旅游线路的
建设，以及相关产品和设施的配套，沿线地区的旅游市场结构中，入境游客比例将得到明显提升。同时，国内外自驾车旅游流、生态旅游流的
流动也将沿着国家线路进行，并成为这些线路中的旅游流主体。  

       4.城市在国家旅游线路中的功能将出现明显转化。城市作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类型，长期以来，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对城市的依赖特别明显，
旅游产品建设、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布局主要围绕城市进行，其功能既是旅游产品的载体也是旅游服务的供给者。随着国家旅游线路的建
设，沿线区域、甚至乡村区域的作用将得到明显强化，更多的旅游吸引物供给、旅游公共服务的功能将向这些地区转移，而城市的功能则在稳
固目的地的基础上，逐渐向旅游枢纽和集散中心转化，旅游产业发展将从对点（城市）的过渡依赖逐渐向对线及其带动的面（区域）依赖的方
向转变。  

       国家旅游线路的出台对地方旅游业发展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各地方只有转变发展思路，积极应对形势变化，因地制宜地融入到国家旅游线路
建设中，才能够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推动区域旅游的又好又快发展。  

       1.针对国家旅游线路布局方案，积极制定和调整旅游发展规划。随着国家旅游线路的公布，类似于《大香格里拉旅游发展规划》、《丝绸之
路旅游区总体规划》的一系列规划也必将提上日程并陆续出台。地方政府应围绕这些跨区域的旅游发展规划，积极制定和调整各自所在区域的
旅游发展规划。依托国家高速路网、城际高速铁路等项目的建设，以更加宽阔的视野，重新确定各自在国家旅游线路中的职能定位和分工，并
在发挥本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省级旅游线路”、“县级旅游线路”，围绕国家旅游线路形成“叶脉”状旅游线路体系，以线的发
展盘活区域的发展，统筹利用跨区域的旅游资源和市场，寻求更大发展空间。  

       2.针对旅游市场变化的新需求，提高地方旅游公共服务能力。国家旅游线路对海外市场具有更强的吸引力，随着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的扩大，
地方政府在国家旅游线路应扩大公共投入，在满足国内游客基本需求的基础上，面向海外游客的细分需求，提高旅游公共服务能力。如，在旅
游产品供给上，注重自驾车旅游产品、生态旅游产品、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美食旅游产品等的开发；在旅游市场拓展和营销上，重视在海外旅
游市场的推广和品牌打造；在国家旅游线路所依托的高速公路上配置中英文旅游标识和解说系统；在风景优美的地区设置野营地、临时停车
位、观景平台等；在人才供给上，加强外语导游人员培训；在城市功能完善上，重视集散中心、信息中心、应急中心等旅游服务设施建设。  

       3.积极争取国家层面支持，发挥试点的政策优势。按照“通过国家旅游线路统一、明确的条件和标准，对符合条件、广泛认同的线路，分批

次推出”的建设原则，国家在短期内可能难以同时进行12条旅游线路的建设。参考诸如国民旅游休闲计划、云南旅游综合试点改革的一般做
法，地方政府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条件积极进行国家旅游线路建设的各种试点工作。通过试点寻求宏观层面更多、更好的项目和资金投放。同
时，在现有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内，大胆进行各种政策和制度的创新与突破尝试，为区域旅游产业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并积累建设经
验，为国家旅游线路建设作出示范。  

       4.采用多种方式加快旅游开发，培育地方性龙头企业，鼓励、扶持一批新业态。面对国家旅游线路建设对地方旅游跨越发展的新要求，通过
多种形式，大胆尝试把部分景区（点）的经营权推向市场，按照社会化投入、市场化运作的方法，整合盘活旅游资源，推进旅游景点的产业化



进程。积极培育龙头企业，鼓励旅游企业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加快资产重组，组建若干旅游企业集团，实现旅游企业向集团化、网络化、专业
化方向发展，更好地发挥龙头骨干企业对国家旅游线路的支撑、带动和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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