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山地旅游资源开发建议 

文/李艳娜 周 蓓 

重庆是举世闻名的“山城”，其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山地面积比例大。其辖区内山地资源的
丰富性、多样性在世界范围内是首屈一指的。而重庆市山地旅游资源也是丰富多彩，具有较高品位
的旅游山地资源就有金佛山、四面山、缙云山、双桂山、仙女山、红池坝、箕山等，开发潜力巨
大。对山地旅游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开发不仅有利于带动重庆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
高本地人民的收入水平，为重庆山地经济的腾飞起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还有利于重庆对外经济开放
的整体形象的再造，为重庆走向世界架起一座桥梁。但目前重庆在山地旅游资源的开发上还存在着
诸多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重庆山地旅游资源开发的建议。 

一、大力提高重庆山地旅游资源在游客心中的感知度及美誉感 
在旅游决策和旅游行为理论中,旅游感知形象是影响潜在旅游者做出旅游目的地选择的重要因

素。目的地形象对旅游决策具有重要作用。潜在旅游者在选择目的地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到旅游
目的地感知形象的影响。由于旅游产品无法在旅游前试用,潜在旅游者对以前没有到过的地方的感
知也相当有限。旅游产品得到的主观判断往往多于客观判断。潜在旅游者很难获得关于目的地或度
假地重要属性特征方面的客观信息。因此,目的地形象的感知研究在旅游目的地评估中起到了重要
作用。 

重庆有很多具有较高旅游品位的山地旅游资源，如：四面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集瀑湖
林石为一山；金佛山则是拥有着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国首
批科普教育基地四项国家级“桂冠”；缙云山，全国首批44个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素有川东小峨
眉之称。仙女山是国家级森林公园，以其江南独具魅力的高山草原、南国罕见的林海雪原、青幽秀
美的丛林碧野景观而誉为“东方瑞士”；红池坝国家森林公园则拥有中国南方第一大的高山草场和
堪称世界奇观的夏冰洞；箕山的茶山竹海则以连片的茶海和竹海组合为其特色。但是重庆最具吸引
力和知名度的旅游资源中，山地旅游资源并未跻身其中，重庆的六个国家级风景中，虽有三个就属
于山地旅游资源，既：缙云山、四面山、金佛山。而且这三个景区都是很早就被评为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但知名度一直很低，跟其他省区同时期被评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景区相比，影响力是望其
项背。可以说重庆山地旅游资源的知名度和山地旅游资源所拥有的旅游品位是极其不相称的。由此
可见，虽然重庆的山地旅游资源具有较高的资源禀赋，但是要成为游客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仅依靠
资源本身的先天优势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这些山地资源在游客心中的感知度。 

而要提高重庆山地旅游资源在游客心中的感知，至少要从感知度和美誉度两个方面下功夫。 
提高感知度，适当的宣传是必不可少的。而宣传的到位，必须要根据各个山地自身的特色及

其主要的客源来定位宣传重点，目前重庆的山地旅游资源客源主要还是面向重庆及周边地区，则各
自的宣传重点可这样进行：四面山，可大力宣传“中华瀑山”这一形象；金佛山，侧重打造冰雪休
闲的一面；缙云山，夏季休闲避暑之地；箕山茶山竹海，度假休闲会议的最佳去处；红池坝，可选
用火城的夏冰之旅作为口号。茶山竹海可借用其是电影《十面埋伏》的外景地进行宣传。 

在宣传的同时，景区也应做好接待方面的工作，使美誉度和知名度成正比同时上升。 
二、改善旅游交通状况，提高山地旅游资源的可进入性 
重庆多数山地旅游资源的可进入性都比较差或进入成本比较高, 比如四面山，属重庆市十大

精品旅游线路之一，但由于没有高等级公路，游客去四面山旅游受到限制。目在四面山景区内还有
部分道路尚未作硬化处理，且进出山共用一条公路，无法实现围绕四面山的环线旅游。金佛山位于
重庆东南部,川湘、南道、南风等干线公路从景区旁穿过,是湘渝黔三省市的黄金交叉点。随着渝黔
高速公路的通车和綦万公路改造,金佛山至主要客源地重庆的交通状况得到较大的改善,原本5个多
小时的行程缩短到至多3个小时。就交通区位条件而言,它与重庆市远郊的其他景区相比,具有一定
的区位优势。但总体而言其交通基础依然脆弱,通而不畅,可进入性差,旅游交通运输能力有待提
高。从主要的旅游客源地到旅游目的地,尽管距离不远,但曲折蜿蜒,路窄坡陡,尤其是南川经神童、
南泉到重庆的公路更是如此,有些地段两辆车甚至不能对开而过,易造成堵车,使从重庆来的游客报
怨颇多。景区内的交通更成问题,无论是北坡,还是南坡,景点与景点之间的道路多为土路,景点内部
甚至没有必要的步游道,下雨则路滑难行,没有足够的旅游标志,缺少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从南川
城到金佛山班车数量少,为中巴车,车体多破旧,服务质量较低。这一切导致了金佛山的可进入性较
差,“进得来、出得去、散得开”难以充分保障,这已成为金佛山旅游资源开发的瓶颈。四面山、金
佛山等重点风景名胜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那些位于重庆边远山区的一些高大山地,比如大巴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等，虽然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科学研究考察价值或体育健身旅游价值,但它距离



 

中心城市或客源市场较远,游客交通费用太高,时间过长,这些因素势必会影响到游客到这些山地去
旅游的打算。由此可见交通不便是制约重庆山地旅游资源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针对这种情况，景区的开发应该和重庆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联系起来考虑。这几年重庆投入
到交通方面的资金是可观的，重庆的交通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半小时城区，八小时重庆”的口
号已被鲜明的提出，借助这种背景，景区的可进入性应该是可以在短期内得到极大的提高。山地旅
游资源交通分内部交通和外部交通，而外部交通和内部交通的设计都应以不破坏环境为前提。既在
借助重庆交通大发展的契机下，加强山地旅游资源的可进入性时应注意到山地旅游资源的环境保护
和景观塑造，不要出现因建设而毁环境的事情。 

三、改善山地景区旅游基础设施落后状况，根据条件逐步开发  
众所周知，旅游业即是高产出产业，也是高投入产业，特别是基础条件较差的山地发展旅游

难度更大，除了要求满足旅游者吃、住等接待设施外，还需要完善的交通、通讯、环保、能源等方
面的设施。重庆市目前最贫困最落后、发展最缓慢的地方是在山区，故重庆大多数山地旅游资源景
区所处的地方经济尚不发达,而山地旅游区硬件设施建设投入较大，有一定风险。因而重庆山地旅
游资源普遍都存在着设施条件差，接待能力低的问题，特别是在旺季期，由于交通、住宿、以及餐
饮方面的不足引来的投诉和抱怨不在少数。比如金佛山，以开发程度较高的北坡景区为例,只有餐
馆三个,规模小、设施简陋,价格高昂,接待能力小,常造成就餐拥挤;住宿设施数量少、级别低,设备
简陋,另可供租用的帐篷数量少,价格高,给想在山上细细观光的游客造成不便,随着金佛山温泉度假
村、金佛山卧龙潭度假村、金佛山赤壁山庄以及金佛宾馆等竣工使用,目前整个金佛山至多能达到
日游客接待量1500人;配套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足够的步游道、垃圾箱、标识牌、公厕、景区商
店、专门的停车场等,缺乏必要的通讯条件。而在开发程度更低的一些景区,供水供电都成困难,难
以满足游客的需求。这种情况在经济条件较好的缙云山也存在，山上的接待设施主要是以农家乐为
主，缺乏相关的旅游配套设施。 

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应在山地旅游资源的开发上起主导作用。如果开发建设的资金缺少,那
么,政府就应站在全局的层面上考虑区域内山地旅游资源的整体结构情况，择其重点，分期开发,逐
步完善山地旅游资源的结构层次。从旅游资源的开发来讲,既不能搞不顾客观条件的超前开发,也不
能搞孤立于市场的滞后开发,应该合理规划,有序开发。对于一些具有潜在旅游价值的但近期却无条
件开发的山地旅游资源,应该高度重视资源的保护工作,待条件具备后再行开发。对于已经开发的山
地旅游景区,既要高度重视资源、景观的保护工作,又要开拓思路,依据景区全局需要,适当补充、增
添或创立新的资源、景观,为旅游资源的持续开发打下厚实的基础。在政府主导的同时，应逐步完
善山地旅游资源资本性开发机制。对重大山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可采取招标竞标、联合开发、合资
开发或补偿性开发等形式,以优惠的政策、宽松的环境，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资,为旅游资源开发既有
足够的资金来源,又能顺利进入国际市场打下基础。 

四 大力发掘各山地旅游资源的特色，形成各自特有的竞争力 
旅游点的特色是形成吸引力、竞争力和生命力的关键，突出特色有3层含义:一是重点开发富

有特色的山地旅游资源，即开发那些唯我独有、唯我独优的资源；二是开发过程要注意保护山地资
源的自然性，不能因刻意追求现代化而进行大规模的人工造景，改变山地旅游特色；三是必须因地
制宜，突出特色，力戒重模仿、轻创作的做法。 

重庆山地旅游资源的先天条件不错，但在开发上一直存在着不注重旅游资源的特色定位的问
题，如对缙云山的宣传，就满足于川东小峨嵋的称呼，这种做法其实把自己的特色和他山的特色混
同，而且甘愿屈居其后。从而把自己的游客群局限在了本地范围内，却拱手让出了拥有更多选择权
的外地游客。 

如何对山地旅游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增加旅游资源的文化底蕴从而突出自己的特色，这是重庆
山地旅游资源开发之初就该考虑的问题。四川广安的华蓥山风景区借助于其景区内的标志性景观
“千年一吻”而把自己称为“中华情山”，避免了和其他山地旅游资源在宣传上的特色重复，这是
开发重庆山地旅游资源时应该学习的。而重庆山地旅游资源的特色定位，除了考虑本身的特色之
外，还要考虑是否和其他山地特色重复的问题，如果存在重复而自身的资源品位和知名度又差于重
复的山地旅游资源，那么就应考虑另辟蹊径，从别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入手。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特
色开发，都应讲求文化内涵,抓住其精髓,切忌肤浅模仿。比如一直被称为重庆后花园的南山，植被
茂密、风景秀丽，但历来吸引的游客只是重庆本地人，但如果结合2005年底开放的位于南山风景区
内的抗战遗址博物馆，以其为物质载体打造重庆的陪都文化，南山就有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其吸引
的半径就会扩大到全国甚至国外。另外对于重庆现有的不少山地旅游资源所拥有的原始性和粗放
性,在其开发上应避免只铺摊子、不讲深度开发的倾向。旅游管理部门应及时给予专业性指导, 要
针对世界旅游发展的趋势，保持品味，突出特色。在科学开发的同时，切实搞好对旅游资源的保
护，以保证山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具有长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作者单位：李艳娜/重庆工商大学旅游学院；周蓓/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空乘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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