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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积淀与现实的空间-关于天津旅游目的地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 

［ 更新时间: 2009-11-10      点击数: 59 ］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旅游产业正在进入一个战略提升的新阶段。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早期是以基于入境旅游市场的创汇为导

向，90后期是以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两大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导向的话，现在则进入了三大市场协调发展，经济社会目标统筹兼顾

的新阶段。新时期要有新思想，站在历史传统与现实空间的交叉点上，如何提升我国旅游产业运行的综合竞争力，是政府和业界

普遍关心的主题。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今天在这里隆重集会，探讨天津市旅游目的地建设，无疑有着极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受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杜江教授的委托，我想就这一主题谈几点思路性的意见，供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参考。 

一、传统的积淀――平民都市、与时俱进 

从城市兴起上看，天津因“天子渡津之地”而得名。朱棣迁都北京后，天津便成了守卫京城的门户，被称作天津卫，天津作为一

个完整意义的城市历史由此而开始。这一时期，先后有李鸿章、袁世凯等风云人物在天津驻军。天津从一个三流小镇，一跃而济

身世界大都市之列。守卫、防御等军事功能成为天津城市兴起的原动力，这与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很多城市是一致的。且这种“防

御、拱卫首都”的职能也一直从明朝持续到晚清和民国时期，奠定了天津“卫”的城市源流。长期以来，作为“卫”与“首都”

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思绪，也一致困扰着天津的城市发展和旅游目的地的建设。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纷纷在天津设立租界，天津成为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基地。由天津开始的军

事近代化，以及铁路、电报、电话、邮政、采矿、近代教育、司法等方面建设，均开全国之先河，天津成为当时中国第二大工商

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最早的沿海开放城市和中国汲取近代文明的窗口。在近40年时间里，由于李、袁等人的存

在，中国的各类精英云集天津，使天津以河北区中山路为中心成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开放的实验中心（即使今天的深圳、浦

东都望尘莫及）。在航空交通和铁路交通均不发达的时代，天津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国际口岸”和“商务中心”，其城市职能发

生了很大改变，从防卫为主逐渐向防卫兼具商业转化，同时也成就了天津在中国百年近代史上的辉煌。 

也是在这一时期，天津城市内部形成了地方本土特色的商业氛围和环境。大到商都，小到县城，都有一批本乡本土引以为豪的商

业中心和老字号，如天津劝业场、狗不理包子、相声、京韵大鼓、评戏等。与北京庄严、大气的皇家氛围不同，这些颇具本土化

和平民化的商务氛围营造了天津朴实、亲近、乐观的城市文脉，代表性人物，如马三立、新凤霞、赵丽蓉等。即使现代旅游业尚

未兴起的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天津就一直以其平和、朴实、亲民、乐观向上的城市形象和吸引了众

多的中外人士造访。这种城市性格直到今天也是天津的人文基调。 

从文化传统积淀和历史沿革上看，我们可以把天津看成一座典型的“平民都市”。本土化的物质载体、大众化的都市商业环境和

乐观的平民心态则构成了“平民都市”的最基本要素。天津市旅游目的地建设和城市形象的宣传与推广，不仅 不应当放弃，而且

要尽可能多地挖掘“平民都市”这一广为人知的城市基调。 

二、现实的空间――地缘优势、增长潜力 

当前，天津城市发展面临着国家战略、区域发展和城市功能三个方面转型的新机遇。从国家战略层面上说，类似天津这样的重工

业化城市正在向现代服务业城市转型；从区域发展视角看，天津正在从直辖城市向具有更大影响力和更强辐射力的区域中心城市

转型；从城市功能演化的角度而言，天津则正在从单一目标到统筹兼顾的发展模式转型。三大转型进程是天津旅游经济发展的现

实背景，旅游目的地建设不能脱离这些背景。进一步地，我们将从困境与突破两个方面对天津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现实空间加以解

读。 



就发展进程中的困境而言，天津城市发展面临着一些急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是城市发展战略的问题，也是制约天津旅

游经济发展的基础问题。 

首先，现代服务业潜力尚未发挥。长期以来，天津经济发主要是靠第二产业拉动，滨海新区的成立也没有改变这一特征。但是近

年来，第三产业逐渐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1－11月，天津市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额40.3

亿美元，同比增长87.7％，占全市总量的60％。商业服务业、批发业和计算机服务业成为天津市包括工业在内的所有行业中合同

外资份额最大的前三位，成为天津市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行业。总体而言，天津的产业结构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整。就旅游业而

言，天津的入境旅游人数和创汇数在本区域一直排在北京、山东和辽宁之后，国内旅游人数则排在北京、山东、辽宁和河北之

后。 

其次，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作为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作为环渤海经济区的重点城市，天津在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带动作用还没有得到明显的体现。表现在旅游合作圈的建设与发展上，北京明确提出了以北京为核心的“9＋

1”合作圈的战略构想，河北提出了“环京津休闲度假带”的发展战略，天津的地位则有待于进一步的明确。 

第三，城市统筹能力尚需进一步加强。尽管近年来天津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城市功能单一、城乡收入差距

不平衡、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不平衡、社会环境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天津市需要实现由重工业城市向现代服务业城市转型，由传统生产型城市向现代宜居城市转型，由单一经济

城市向文化、社会、生态、人民生活协调的和谐城市转型。要想实现以上转型必须构建以生活品质提升为导向的城市综合竞争力

体系，而生活品质提升，很大程度上则依赖于一个面向城市居民需求的旅游目的地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目的地建设就成

为天津城市转型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破解城市发展问题的有效抓手。 

就突破而言，天津城市发展要紧紧抓住四大战略机遇。第一个机遇是国家宏观政策支持的优势。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意味着国

家发展与改革的区域重点正在沿着东部海岸线由南向北移动，并将给天津带来无与伦比的政治经济增长空间。第二个机遇是区域

职能分工的潜在优势。天津市是环渤海经济圈中的重要一极、中国重要的直辖城市、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桥头堡，由此而来的地缘

优势是区域内的其它城市所无法替代的。第三个战略机遇是可以利用的交通优势。随着大交通格局的改善（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是

中国主要的航空货运中心之一、天津港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口，也是中国最大的人工深水港，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

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特别是城际高速铁路推动的同城效应释放（北京和天津之间的铁路交通时间只有40分钟）为天津旅游经

济的跨越式发展进程的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可进入性基础。第四个战略机遇是旅游产业要素优势。北京市的商务、会议、展览优势

独具，河北省生态休闲度假优势明显，天津则以平民化的都市休闲为主要特色。 

城市发展的四大优势为天津市旅游休闲产业发展在资源统筹、市场推广、形象设计、项目建设等方面提供了有利支持，为天津市

旅游目的地的建设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现实空间上看，旅游目的地建设是新形势下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天津突破现实困境，进而实现战略崛起的必然选择。

《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将天津市定位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其中，旅游目

的地建设是生态城市的重要支撑。天津市已经具备了进行旅游目的地建设的历史基点和现实空间，现在亟需的是寻求面向未来的

发展战略。 

三、建设纲要――传统积淀与现实空间的耦合 

为适应新形势变化对天津市旅游休闲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天津应当在延续历史文脉的基础上，将旅游休闲产业定位为城市发展

的战略支撑产业。城市的发展首先要重视市民的生活品质提升的内在要求，把天津建设成为是宜居城市。同时，高度重视旅游接

待的外生需求，以国际化区域中心城市的战略视野，用更高的标准做好城市形象的提升工作，在发挥天津宜居、宜旅、宜业的综

合性功能的基础上，遂行城市综合竞争力战略。 

为加快天津旅游目的地建设，以下几点建议当是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 

领先发展战略。积极争取国家层面支持进行各种类型的试点工作，如旅游休闲产业转型升级试点、国民旅游休闲计划试点等。在

寻求宏观层面更多、更好项目和资源投放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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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动发展战略。天津旅游业的发展要做好的海洋与河流的文章，做用足区位优势。与其它的滨海城市相比，天津背靠京津唐乃至

更大范围内丰厚的客源基础，又是与日本、韩国、俄罗斯、朝鲜等东北亚合作圈不可替代的联结体，我们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

“协京向洋”，打造和发展区域和国际旅游合作圈，进而带动环渤海城市群的整体发展。在此过程中，要致力于通过制度创新，

努力使旅游休闲产业发展上升到国家层面，在更大范围内寻求资源利用空间和市场发展空间。 

协调发展战略。注重天津市旅游休闲产业发展与环渤海地区旅游休闲产业发展之间的协调；注重天津城市旅游休闲产业发展与乡

村旅游休闲产业发展之间的协调；注重旅游休闲产业发展与滨海新区建设、其他产业发展的协调；以及旅游休闲产业的经济功能



与社会服务功能的协调。 

集群发展战略。注重发挥旅游企业在目的地建设中的作用，通过政策倾斜和财政、融资等优惠措施，培育强劲、有持续竞争力、

联系紧密的旅游休闲及相关企业集群，拉长与壮大旅游休闲产业链。在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做强做大天津市的旅游休闲产业集

群。 

客观地说，旅游目的地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进程。这么说，并不意味城市管理者就没有作为的空间了。在尊重和驾驭旅游发展规律

的基础上，通过延续城市发展的历史积淀、分析城市发展的空间特征，政治家和企业领导者可以通过适度干预与政策引导，加快

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就天津而言，一座“以都市观光、休闲度假和商务会展为支撑，特色鲜明的国际滨海旅游城市”将在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战略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职能，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本文为天津旅游目的地建设高峰会主题演讲稿,作者：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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