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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旅游：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思路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陆军

作者：陆军 文章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更新日期： 2007-11-27   

    近年来，许多城市举办或承办了具有国际性的论坛、会展、赛事、交易会、节庆等盛事，以非常规旅

游的手段促进了区域旅游的发展，诸如南宁的东盟博览会、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

杭州2006年世界休闲博览会、广州交易会、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海世界博览会、云南昆明世界园艺博览

会等等，举办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竞争力，改善投资环境，树立良好的区域形象，而初衷不

是为了发展旅游（当然，也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赛事旅游或节事旅游或商务旅游等等，笔者不同意这一

观点），但这些节事、赛事、会展、论坛成功举办却带动了区域旅游发展，这种超越旅游思维，突破常规

旅游的樊篱，利用非旅游手段促使旅游发展的现象，作者将其称为“超旅游”。“超旅游”是指超越传统

旅游概念范围，突破传统旅游发展思路，通过某种具有区域性事件（区域性或国际性赛事、节事、会展、

论坛、博览会、商贸交易会等）所形成的区域产业群（或产业链），带动或促进旅游发展，而不是旅游带

动它们发展，反过来旅游又扩大该产业群（或产业链）的发展与影响，形成非常规的区域旅游经济形态。 

    1 研究的缘起与目的  

    近年来区域旅游发展进程加快，研究区域旅游的学者和文献都比较丰硕，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虽

然通过发展区域旅游能够加快旅游发展，但许多地方或者已经人为地划分旅游圈、旅游带之类的区域旅游

区，因为没有一个能够统领和驱动整个区域旅游区发展的载体而导致区域旅游难以真正实现。于是，为了

拓宽区域旅游发展思路，实现突破性地推动区域旅游发展，学者开始用“大旅游”、“泛旅游”等概念来

试图突破传统常规的旅游概念，目的都是为了拓宽旅游的内涵和外延，以便能够更好地更高层次地发展区

域旅游。不管是用“大旅游”也好，或用“泛旅游”也好，这些概念基本上没有突破传统常规旅游概念内

涵，用“超旅游”这个概念也许能够真正突破传统常规旅游概念的思维樊篱，真正实现跳出旅游看旅游，

突破旅游发展旅游之目的。超常规的旅游发展，是不以旅游者的需求意愿和行为规律来建立的，而是建立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其发展初衷并非是旅游，而是通过举办这样那样的盛事来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提高某地的知名度和塑造城市的品牌，这种发展思路很难在一个景区景点中进行，必须在一个比较大

的区域中进行，政府主导起到相当重要的关键作用。 

    传统的旅游发展旅游思路是：一是具有很好的客源基础或市场背景；二是具有优良丰厚的旅游资源，

诸如桂林、北京、深圳等地，二者缺一都发展不了旅游；事实并非如此，超旅游发展思路认为：只要具备

良好的区位条件，适合发展某种区域性的产业，不管是否具有良好的客源市场或者优良丰厚的旅游资源，

都可以发展旅游，而且都能够促进旅游发展，反过来，旅游又可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取得成功的城市有

浙江义乌、广西南宁、辽宁大连等等。因此，通过研究这些非常规旅游发展现象，总结经验教训，为新时

期实现旅游跨越式发展，促进区域旅游发展，探讨新的旅游发展模式，完善旅游理论体系，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旅游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实现“世界旅游强国”之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影响超旅游发展的因素 

    超旅游在一个小旅游区或旅游景区景点内是无法实现，它的发展必须是在区域范围内才能实现，因

此，超旅游的发展会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通过对北京、南宁、大连、广州、杭州、昆明等这些发展超旅

游的城市研究，可以发现，影响超旅游发展因素或者叫做超旅游发展应当具备的条件主要有区位、交通网

络、政府行为等三个核心因素。 

    2.1 优越的区位优势  

    区位是影响超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发展何种超旅游类型的决定性因素。发展超旅游的区位必须

具有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之功能，并且在区域内能够形成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增长极之功效。也

就是说，该区位“必须有利于发挥地区优势，有利于产业的统筹协调发展和区域内部的统筹协调发展，使

相关产业增加附加值，对提高区域发展水平，形成区际间经济良性互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1]以南宁为例，东盟博览会永久性落户南宁，是因为南宁是广西的政治中心，是大西南出海的枢

纽，也是东盟各国进入中国的桥头堡，南宁通过举办东盟博览会在区域内它能够起到沟通中国——东盟的

纽带作用，在国内能够对大西南甚至是“泛珠三角”的产业起到带动、辐射之功能，在整个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南宁凭借其优越的区位优势能够起到优化大西南甚至是“泛珠三角”产业结构。如果将东盟博

览会放到西南其他城市或者是北方城市，那么东盟博览会所能起到的作用将会大大削弱甚至无法发挥其应

有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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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空间联系上的便捷性  

    空间联系上的便捷性，即区域内各大城市及重要旅游城市和中心集散地之间要有完善、发达的交通网

络。这些便捷的交通网络是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和实现产业带动、辐射的重要介体，因此，举办超旅游的区

域城市必须具有良好便捷的交通网络，保证举办超旅游的各项活动能够畅通无阻，实现物流、人流、信息

流、旅游流等快速传递与波及。如果“区域内各城市、集散地之间没有方便、快捷的交通来串连，客流不

能无所阻碍地在区域内流动、循环，区域旅游的全貌和整体优势便体现不出来，对客人而言，他们看到

的、感受到的只是区域旅游中的一颗或几颗‘明珠’，而非真正的‘珍珠项链’”[2]，这样的旅游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超旅游。此外，要实现客人在区域内的快速移动还需要相关产业和部门的支持。比如，北京举

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它所发挥的作用是通过北京与全国各地的海陆空交通网络来实现的。尤其是京津唐地

区和长三角及环渤海地区，由于在地域上与北京有着密切的联系，2008年举办奥运会所带来的客流中这些

地区将凭借其便捷的完善的交通网络首先分享到这些客流。 

    2.3 政府高度重视 

    政府行为在超旅游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实施超旅游发展战略不仅需要整个旅游业全力以

赴，而且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参与。实施超旅游发展战略不是哪一个旅游区、哪一个单位、哪一个企业所能

独立完成的，而是需要整个社会各个行业统筹规划、协同发展。同时，超旅游是在区域间进行，“区域内

涉及到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要协调好各级政府及各个部门，领导社会各个阶层参与进来没有政府根本就无

法实现，因此，实施政府主导发展战略就尤为必要”[3]。如无论是北京奥运会还是南宁东盟博览会，不管

是海南博鳌亚洲论坛还是杭州世界休闲博览会，政府在其中都起到了主导的作用，而且没有政府的主导行

为参与，这些论坛、博览会、节事、赛事等具有超旅游性质的活动根本就无法争取得到或者能够举办。 

    3超旅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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