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南古镇旅游资源整合的探讨 

文/邢夫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江南古镇的定义是——一种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类集聚地，并在一
定的地域形成完善的以水为中心的网络体系，是江南水乡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 
   从地域上来讲，江南古镇一般包括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以及上海的具有独特的水乡环境和吴
越文化的古镇。如江苏的周庄、同里、甪直、木渎、锦溪等及浙江的南浔、西塘、乌镇、练市、新
市、柯岩鲁镇、横店等。 
   一、江南古镇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旅游产品单一，缺乏特色 
   江南古镇基本是小桥、流水、人家的格局，有一条主河道、两边是店铺和豪宅，还有几座古
桥，再加上几个陈列馆，这就是江南水乡古镇给人们的印象了。对于不研究历史、不研究建筑、不
研究文化、不研究经济的普通游客来说，各古镇大同小异，几乎没有区别。  
   （二）竞争激烈而且无序 
   因为旅游产品单一，古镇的竞争非常激烈。古镇内部的旅游经营者缺乏规模大、势力强的大
公司、大企业。他们不去顾及古镇的长远发展，而是无序竞争、相互压价，缺乏市场竞争力。从旅
游商品的角度来说，各个古镇也是简单效仿。一个镇卖红烧蹄髈，后面就有3个镇也跟着大卖蹄
髈；这个镇宣传自己有“双桥”，那边就隆重推出“三桥”、“四桥”。缺乏特色、无序竞争，使
古镇难以把旅游产业做大。 
   （三）游客过多带来的负面影响 
   游客过多破坏了古镇的宁静气氛。周庄旅游统计数据显示,从1996年至今,周庄的旅游收入以
每年30%的速度增长,2000年是4.2亿元,2001年是5亿元。如今一天的旅游人数最高可达到了3万人。
这与只有0.47平方公里的古镇极不相称，而且服务质量难以保障。 
   过于浓厚的商业气息影响了当地纯朴的民风。旅游的发展使江南古镇的商业气息过于浓厚，
古镇几乎变成了商业步行街，旅游景点却淹没其中。 
   （四）江南古镇缺乏共同发展的观念 
   古镇相距不过百里，客源竞争十分激烈。例如，同里与周庄仅仅相隔17公里，却因为一段120
余米的道路和一条近80米河流的“障碍”而无法对接，直到2005年新屯浦大桥正式建成通车。 
   二、江南古镇旅游资源整合的可行性 
   江南古镇旅游发展中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之间的竞争是一种直接竞争，在这种形式下，整
合发展对古镇的旅游发展更为有利，而且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一）江南古镇旅游资源整合具有资源基础 
   江南古镇在风貌气韵上、风格上具有一致性。 
   首先，江南地区水网密集，河道众多，依水成镇，均是“小桥、流水、人家”的格局。 
   其次，古镇的民居建筑古朴，以清代末年、民国初年为多，建筑艺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周
庄的沈厅、张厅、同里的退思园、南浔的小莲庄、二张宅等都属此类建筑。 
   第三，古镇“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规划思想与经济规律的完美结合塑造了中国人理想的
“文明、富足、诗意、和谐”的居住环境。江南古镇是具有独特格局风貌和深厚文化内涵的人类聚
居地，反映了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种经济和文化现象，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价值、优秀的规划
和建筑艺术价值，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和作用，保存完好的城镇风貌是地域文化的
集中体现和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1] 
   （二）江南古镇旅游资源整合具有文化基础 
   江南古镇历史悠久。周庄建镇于北宋元年，至今有900多年的历史；同里建镇于宋代，距今已
有1000多年的历史；其它古镇建镇时间也很久远。 
   江南古镇在文化成因上具有一致性。古镇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所依存的水乡生态环境、明
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变迁以及本身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江南典型的水乡地理环境为古镇文化提供了
必须的生态背景，吴越文化的“水”环境赋予了其“水”的品性。以“水”为中心的生活环境、生
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直接影响了古镇的自然风貌、民居风格、城镇格局和生活方式。[2] 
   江南古镇古今名人辈出，文化底蕴深厚。同里自宋淳佑四年至清末，先后出状元1名，进士42
名，文武举人90余名。乌镇的茅盾，南浔的张静江、张石铭，同里的任兰生、沈桂芬、陈去病，甪
直的叶圣陶等都是有名的人物。江南古镇的文人雅士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



 

地区的经济文化繁荣，对提高当地古镇的知名度和文化品性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造福乡梓，修
路、造桥等，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望族在古镇的历史发展中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文化园
林就是其中的具体体现。 
   （三）江南古镇旅游资源整合具有地理位置优势 
   江南古镇地处长三角，从具体的地理位置来看，各古镇相距不过百里。周庄离苏州38公里，
距昆山市西南30公里；同里距苏州仅18公里，位于周庄西面10公里处；甪直、周庄正处上海与苏州
之间，而西塘、南浔、乌镇则位于上海与杭州之间。（如下图所示） 
     （四）江南古镇旅游资源整合具有一定的经验基础 
   联合国遗产中心亚太区主任明嘉扬女士在两次来华考察周庄等古镇后，建议把苏浙6镇以“江
南水乡古镇”的名义申遗。浙江乌镇在2001年4月发行了《江南水乡古镇》特种邮票，一套六枚，
一枚一个古镇，这可以说是古镇联合发展的一个例证。2001年12月“江南水乡古镇”申遗项目材料
正式送交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周庄、同里、甪直三古镇也于2004年共同申报过世界遗产。 
   周庄曾主动邀请5大古镇，以及有意开发古镇旅游的苏州、上海的4个镇，在周庄召开了一次
“江南水乡旅游营销人员座谈会”。会上达成共识，今后共同推销“中国江南水乡古镇”的旅游品
牌；扬长避短，错位发展；互相交流开发景点、市场管理的经验。江南古镇的旅游产业联合起来，
店多成市，形成大市场，可以打造一个世界级的旅游品牌。 
   （五）江南古镇旅游资源整合具有经济发展基础 
江南古镇中有的发展较早、较为成熟，例如周庄、乌镇、西塘等，古镇的建设与保护工作要比其它
古镇早，既有详细的规划，还纳入了法治化管理。有的古镇则处于发展的阶段，例如木渎、锦溪、
千灯等。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古镇旅游整合发展，有利于缓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使客源分布趋于
均衡；有利于江南古镇旅游的发展与保护；有利于江南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三、江南古镇旅游资源整合的方法 
   （一）江南古镇品牌整合 
   江南古镇应该改变目前各自为政的局面，共同打造江南古镇品牌，“天下水乡看江南，江南
水乡在古镇”。在建立江南水乡古镇这一母品牌的基础上，每个古镇要形成自己的子品牌，突出自
身的特色，努力使古镇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母品牌与子品牌今后共同推销“中国江南水乡古镇”的
旅游品牌；扬长避短，错位发展，不再无序竞争；互相交流开发景点、市场管理、治理野导和宰客
现象的经验，共同提升古镇旅游的吸引力和亲和力。第一水乡周庄、水上园林同里、吴根越脚西
塘、近代中国最大的丝商集团发源地南浔等应各呈风采。 
   （二）江南古镇市场营销整合 
   江南古镇应该彼此加强联系，大力开展整体促销活动，增强古镇旅游的品牌效应，从而开拓
古镇的旅游客源市场。 
   1.共同制定宣传推介活动具体方案，统一宣传。 
   江南古镇在营销沟通中的统一计划，把广告、营业推广、包装、公共关系等一切与水乡古镇
旅游有关的对外传播都归于统一的活动计划中。对江南古镇整体形象与整合资源的包装重组，加强
对外宣传的联合促销力度。这样有利于树立江南古镇的品牌形象，有利于促进区域旅游市场持续增
长，还可以降低各自的广告费用。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各个古镇发展有所侧重，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和特色。 
   2.实行会员制、出售古镇联票，减少游客的货币成本。 
   目前，江南古镇多以一个古镇为整体来收取门票，少则几十元，多则上百元。就算游客想多
玩几个古镇，也会觉得花在门票上的钱实在太多，难以承受。此外，在江南古镇的客源中有一大批
是散客和本地客，他们把江南古镇当成了度假休闲的场所，他们消费更多地体现在吃、玩、购、
住，更注重在古镇旅游的体验，也希望在不同的古镇中得到不同的感受。因此，在江南古镇资源整
合、错位发展的基础上，可以采用会员制方式来促进联合营销，或在古镇中有几种不同的古镇组合
联票供游客选择。 
   3.增加度假饭店和青年旅社，减少游客购买的时间成本。 
   时间成本就是旅游者在购买和使用商品的过程中在时间上所花费的代价。目前，水乡古镇旅
游大多限于一日游。部分的原因归结于景区范围的狭小，但与古镇旅游基础设施过于简陋有关。可
以增设一些高档次的度假型宾馆和一些适合青年人的“集体宿舍”，以吸引不同的旅游者。 
   （三）旅游线路整合 
   重新整合旅游线路，以避重复建设，同时把各个古镇能够满足旅游者同一需求的旅游资源整
合，可以规划为以观光为主流的旅游线、以考察研究为主流的旅游线、以休闲为主流的旅游线和以
体验为主流的旅游线等精品线路和特色线路。 
   （四）旅游特色商品整合 
   组建古镇旅游特色商品公司，首先要整合各个古镇的特色商品，易精不易滥。凡是特色商品
一定保证质量、保证特色。各个古镇的特色商品商店以买本镇的特产为主，兼营其它古镇的特产，

 



以满足旅游者对不同商品的需求。 
   （五）旅游节庆活动的整合 
   首先，古镇应挖掘自身有特色的节庆活动。目前，周庄推出了周万三夜游周庄的旅游项目，
并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乌镇沿袭几百年的传统节日“香市”重新挖掘，注入新的内容，将年久失传
的皮影戏老艺人请出山，将早已停唱的乡土花鼓戏加以发扬，对蓝印花布、酒作坊、糕点作坊有机
组合成传统作坊区。 
   其次，古镇可以考虑在某时段内开展旅游专题项目，组织旅游节庆活动，旅游者在该时段中
可以选择参加一个或多个古镇的旅游节庆活动。一方面古镇可以互借客源，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游
客在古镇的逗留时间，增加旅游总收入。 
   （六）旅游信息资源整合 
   整合古镇的旅游信息可以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在旅游旺季时注意古镇间信息的沟通，以便分
享客源，共同做好接待工作；建立旅游信息沟通反馈机制，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促进旅游业的发
展。二是各个古镇建立并完善自己的网站，并在网站上加上超级链接与其他古镇直接链接进入，方
便旅游者的查找和决策。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工商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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