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宾市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策略 

文/温 涛 

   西部大开发战略已深入人心，旅游业已经成为西部各省区的支柱产业。四川是一个旅游资源
很丰富的大省，旅游发展势头强劲，从2000年至2005年，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24%，国内游客人数
年均增长19.8%，入境游客数量年均增长26.5%。宜宾市作为四川省“新五大旅游区”中的一个重要
城市，从2000年至2005年，宜宾市游客人数年均增长25.98%，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35.99%，旅游业
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渐突出。然而，旅游的发展势必对环境带来压力，要保持旅游健康的可
持续发展，生态旅游是必由之路。 
   1 宜宾旅游现状 
   宜宾市位于长江上游，是西南4大经济重镇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的地理中心城市，已拥有
2100 多年的历史，2005年成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经过几年的努力，旅游收入在2003年至2005年
分别达到了GDP的5.89%、6.52%、6.93%，和四川省的其它重要优秀旅游城市相比，虽然在旅游收入
和游客数量上排名靠前，但相对自身富集的旅游资源而言，旅游的潜力还未得到充分的挖掘。  
   2 生态旅游资源分析 
   1.1 资源类型 
   参照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 的旅游资源分类，经过
概查，初步查明宜宾市自然旅游资源有4个主类，14个亚类，23个基本类型，其中地文景观、水域
风光和生物景观都具特色。人文旅游资源方面，享有 “万里长江第一城”美誉的宜宾市城区就是
一大人文旅游胜景，辖区内以寺庙、悬棺、石刻、故居、风土人情等为代表的人文景观，又大多与
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加上特有的区域和民族人文环境，人文旅游资源内涵很丰富，有很大的市场空
间。全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已初步形成了以蜀南竹海风景名胜区、兴文石海地质公园、僰人悬棺和
市区文物古迹为主的极具吸引力的四大旅游区域。  
   1.2 资源丰度 
   宜宾旅游资源的丰富和品位，具体表现为风景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及人文旅游景点众
多。有世界级旅游资源3处，国家级旅游资源11处，省级风景名胜区5处，省级森林公园4处，省级
历史文化名镇2处，4个市、县级风景区，5处市级名木古树保护区， 120 余处已开发或潜在的文化
旅游景区景点，主要旅游资源见表1。 
表1 宜宾市代表性旅游资源总量 

1.3 资源密度 
   旅游资源密度可以通过面积相对密度和人口相对密度两项指标来衡量。面积相对密度是指某
区域内主要旅游资源数目与区域面积的比值；人口相对密度是指区域内主要旅游资源数目与区域人
口数的比值。四川省面积48.5万km2，人口为8750万；宜宾市面积1.33万km2，人口为508万。经计
算可得到表2结果。据表2可以看出，宜宾市主要旅游资源的面积相对密度均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
而人口相对密度却低于四川省平均水平，说明旅游资源相对比较集中，旅游内需比较大。 
    
表2 宜宾市代表性旅游资源面积相对密度和人口相对密度 
(处·10 - 4 ·km- 2 ), (处·10 – 7人) 

类别  宜宾市  四川省  宜宾市所占比例 (%)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4 88 4.55 
省级风景名胜区  5 88 5.68 
省级以上森林公园  4 85 4.71 
省级以上历史文化名镇  3 38 7.89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128 3.13 

类别  
宜宾面积  

相对密度  

四川面积  

相对密度  

宜宾人口  

相对密度  

四川人口  

相对密度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3.01 1.81 0.79 1.01 
省级风景名胜区  3.76 1.81 0.98 1.01 



 

   2 生态旅游资源整合 
   世界旅游组织将生态旅游定义为：以生态为基础理论的旅游。生态旅游资源是在自然场合或
类似自然的场所中，可供生态旅游者感知、享受、体验自然生态功能与价值的资源。自然旅游资源
均可用于生态旅游，人文旅游资源虽然还不是生态旅游的主要吸引物，但人文生态环境中开展的生
态旅游活动却在显现增长态势。 
   宜宾和其它西部旅游资源丰富的省市一样，旅游业进入到了蓬勃发展时期，一哄而上的旅游
开发，尚缺乏科学的区域性旅游规划。要解决“旅游生态”的问题，走生态旅游之路，资源的整合
是基础，现阶段，宜宾的生态旅游资源整合需要在以下几方面予以实施： 
   （1）线路整合 宜宾市辖1区9县，东靠万里长江，西接大小凉山，南近滇、黔，北连川中腹
地，有很好的外联优势。 
   （2）景观整合 旅游资源是旅游景观的前提和条件，而旅游景观则是旅游资源派生物或发展
方向，两者是源与流的关系。旅游景观特色是区域旅游产生和保持强大吸引力的源泉。宜宾的旅游
景观，以地文景观中的地质地貌、水域景观中的温泉、生物景观中的林地、人文景观中的悬棺和故
居最具特色，这些特色景观就是宜宾旅游品牌的标志，其整合的方向是文化与自然景观的整合，核
心是景观生态化，要严格控制新建人工景观，避免破坏旅游资源的自然性，目的是提升景观的生态
品位，吸引区外游客。其它档次的旅游景观整合，要避免在旅游供给内容和产品上的趋同，整合的
方向是景观情境化，让景观变成为制造情境的手段，形成与区域主景观优势互补的“吃、住、行、
游、娱”旅游主题，目的是满足内需。 
   （3）经营整合 整合开发经营模式可实现旅游资源的集体整合、全面整合和优化配置，形成
规模经营、规模效益和整体优势。旅游经营方式决定着旅游形象定位和旅游资源后续开发与保护，
由于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在宜宾比较突出，旅游业的发展还缺乏区域经济强有力的支撑，公共资源
类旅游景区经营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亏损现象普遍，旅游景区经营权有整体出让趋势，资源的保护
存在风险。同时，单纯的盈利活动是与生态旅游背道而驰的，如再伴随恶性竞争，对旅游次序和市
场形象会产生负面影响。旅游经营整合，首先应该划定出重要旅游资源中的核心区域，直接由政府
经营，外围区域，能确保旅游地生态的完整性的基础上，以多种方式出让经营权；其次，在一定范
围内应实施联合经营，发挥规模积聚效应，尤其要整合营销。 
   （4）管理整合 提高区域旅游的竞争力，必须加强对旅游行业的宏观调控。旅游系统的多层
次性决定了旅游管理的复杂性。目前，旅游景区的管理，既有隶属旅游部门的，也有隶属城市规
划、风景园林系统和林业等部门的，旅游业的行业管理中难免会有冲突和漏洞。旅游管理的整合，
首先，要建立一个高效并强有力的旅游行业管理机构来实施政府的职能，充分调动各种行业协会的
积极作用，营造公平公开的旅游市场环境；其次,要建立完善的旅游信息系统来进行有效的行业管
理，通过整合信息化管理和信息化服务，在信息发布、价格制定、服务调配等方面做到统一消息、
统一服务、统一管理，并提高政务效率。 
   3 可持续性发展策略原则 
   发展生态旅游被普遍认为是促进旅游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
式。完整的原生态旅游资源以及保护资源的合理措施是未来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旅游资源的进
一步深层次开发，应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保持资源系统的完整性、连续性、稳定性、有序性、安
全性和平衡性。针对宜宾市的旅游格局，就实现旅游生态性发展，提出如下原则： 
   (1) 双向性原则 遵从双向性原则就是要解决好旅游发展中的三对关系。其一是开发和保护的
关系。旅游需求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熟轻熟重，常常面临选择，如果“开
发”压倒保护，造成资源的破坏将不可弥补，因为旅游资源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因此，二者
关系就是开发是必要的、保护是必需的；其二是开发者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发展旅游可以繁荣地方
经济，也同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联，政府不能牺牲当地居民利益来开发旅游，必须让他们获
得收益，才能使其懂得资源保护的价值；其三是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者的关系。旅游让经营者得到收
益，让旅游者得到享受，经营者的责任是提供旅游服务的同时保护好旅游资源，旅游者在旅游的过
程中，要接受环境教育和经营者对自己行为的规范。提高经营者的素质和引导旅游者文明旅游，对
保障生态旅游的有效实践，同等重要。 
   (2) 自然性原则 旅游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围绕旅游资源逐渐形成了旅游区域，V Smith
认为该区域由核心区、直接支持带和间接支持带三部分组成，核心区包括旅游吸引物和为旅行者提
供的基础设施。宜宾有代表性的旅游吸引物也就是旅游景观，大都是因自然美而受人瞩目，现在，
都面临着人工设施和人工景观过多过滥的问题，过度开发破坏了自然景区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有些

省级以上森林公园  3.01 1.75 0.79 0.97 
省级以上历史文化名镇  2.26 0.78 0.59 0.43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01 2.64 0.79 1.46 

 



甚至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生态旅游而言，自然性是评定其价值的重要指标，坚持自然为本
的原则，就是在开发生态旅游资源时，尽量避免破坏生态旅游资源，维持其自然的原始状态和历史
文化传统的纯粹性。 
   (3) 异质性原则 当今世界旅游活动，已由单纯的观光旅游转向体察自然和社会深层次文化内
涵的旅游，由大众化的趋同性旅游转向个体化的求异性旅游。宜宾市的旅游资源相对比较集中，特
色文化不足和景观趋同现象会成为旅游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突出异质性原则，就是要减少同质
旅游资源的盲目开发，以旅游的供需关系和市场导向为中心，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消费
者群体的市场需求，在后续开发模式上增加多元化的文化主题，通过有文化差异的概念性旅游来增
强旅游地的吸引力和旅游者的消费价值。 
   (4) 纵向开发原则 旅游资源只是发展旅游业的基础，旅游产品的开发能力才是旅游业发展水
平的决定因素。旅游者需要的不仅是观赏景观，更追求高品质的精神产品。纵向开发原则就是以生
态旅游资源为依托，发展旅游相关产业，尤其是推出市场需求的旅游文化产品。要改变旅游开发就
是打造旅游景观的思想，利用许多企业专门定位于不同阶段的旅游产品链而经营旅游目的地产品的
机会，创造条件来吸引资金以完善旅游链条，让旅游资源价值与外围环境氛围和谐统一，为生态旅
游的实现创设好背景。 
(作者单位：宜宾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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