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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旅游规划》编制启动：六省旅游“抱团” 

发表日期：2007-07-16 点击次数：1380

 

 统筹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山西、湖南六省旅游资源，初步估

计收益达数亿元 

作者：刘东峰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7-7-16  

经过数月前期准备，国家旅游局《中部地区旅游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近日正式启动。这一由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主持的项目，将联

合北师大、南京大学、中国文物学会等单位统筹规划安徽、江西、河

南、湖北、山西、湖南六省旅游资源，促使中部旅游业抱团发展。 

 

《规划》是国家旅游局配合中部崛起战略而确定的重要大区域规划之

一。去年出台的《中国旅游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已将此《规

划》列为优先开发和规划重点。在近日举行的《规划》编制工作启动会

上，国家旅游局规划发展与财务司司长吴文学表示，在中部崛起已经进

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之时，《规划》是国家旅游局最为重视的规划，其编

制是国家旅游局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而就其前景，项目组组长、中

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葛全胜向记者透露，初步估计，《规

划》实施后的收益将达数亿元。 

 

此前，葛全胜等中科院专家曾主持《青藏铁路旅游规划》编制并获得

国家旅游局高度认可。“此番国家旅游局把任务直接委托给中科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是基于对该所长期工作的充分信任。”吴文学说。 

 

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形成了《规划》编制工作计划书、实地考察路线图

以及规划的初步思路，包括总体研究内容、中部地区旅游发展规划、中

部旅游投资规划、中部7个核心城市旅游规划等已形成初步的设想和构

思。 

 

《规划》将整合旅游资源 

 

促进中部崛起 

 

目前，中部六省的旅游发展具有很好的潜力，有望通过努力使之建设

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旅游区域，把重点城市建设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



 

地与集散地。国家旅游局提出，2010年旅游业占GDP的比重要达7%，年创

汇要达320亿美元；2015年旅游业占GDP的比重达8%，年创汇达430亿美

元。而以湖南省为例，2006年，湖南旅游产业共创造增加值290亿元，占

全省GDP的比重为4％，与2005年比，比重上升0.9个百分点，可以看出，

旅游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其他各省亦然。 

 

记者了解到，由于起步晚、基础薄弱，中部省份旅游业仍存在效益不

高、投资偏低、精品偏少、开发粗放等问题，相互间无序竞争也是主要

的抑制因素，虽然各省从自身地方利益出发作出决策无可厚非。 

 

基于现状，项目组专家表示“在规划期内，中部六省旅游业应超常规

发展，力争实现腾飞”。而专家给国家的建议是，应从大区域、大发展

的格局去考虑，引导区域之间的竞争和合作，最终达到一种优化的开发

态势。 

 

作为《规划》编制的执行人，葛全胜对“统筹”的理解则是，统筹是

涉及多个层面、多项内容的统一筹划，主要包括统筹核心城市与周边地

区旅游发展、统筹核心景区与周边地区发展、统筹旅游业与资源环境保

护发展、统筹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业发展、统筹旅游产品开发与品牌打

造、统筹中部六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区域合作制度体系建设与创

新等内容。 

 

瞄准世界水准，有序开发 

 

按照国家旅游局要求，《规划》立足点是“中部崛起”和“旅游强国

战略”，瞄准世界旅游目的地的目标。 

 

六省旅游远景目标与现实的差距十分明显，表现之一是产品差距，即

产品的知名度、特色、形象、开发建设水平未能体现出自身特色；表现

之二是设施差距，包括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的差距，尤其是口

岸和旅游交通设施。此外还有服务差距、营销差距（包括营销对象、策

略、手段等）和管理差距（包括管理制度、方法、人力资源培训等）。 

 

葛全胜认为，缩短与世界的差距，《规划》十分强调“整合”，

“ 具体操作过程中可以包括主题整合、 产品整合、 线路整合、 龙头

整合、 市场整合、产业链整合、保障系统整合等多个方面”。他解释，

在空间层次上整合分为3个层面，一是中部与东西部之间的旅游资源整

合；二是中部内部的旅游资源整合，包括区域内部同类资源的跨区域旅

游线路，如佛教名寺、历史名楼旅游等，区域内部相临区域旅游资源的

整体开发，如大山大水品牌等；三是重点核心景区景点（13个著名景

区）和重点核心城市（7大核心城市）与周边景区景点的整合。 

 

而伴随这种整合的是“有序”。记者了解到，《规划》将从时间、空

间、投资、管理4方面规定中部旅游规划落实过程中的先后、组织、协调

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已完成的《规划》前期准备工作中，“投

资”将成为编制专家的思考重点。“其缘由便要强调市场的作用——吸

引各种社会资源支持中部旅游发展，扶持旅游精品使其成为中部旅游发

展的龙头，为中部旅游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项目编制组秘书齐晓波

博士说。 

 

同时，《规划》突出对生态、历史文物的保护，提出了“因地制宜，

和谐发展”、“持续发展，保护性开发”、“突出特色，突出地脉文脉

   



优势”等思路。 

 

《规划》编制强调综合协调 

 

葛全胜介绍，《规划》前期工作的重点是收集、分析资料，阅读文

献，建立分析参考指标体系，为在下一步外出考察调研之前对中部旅游

业发展的现状做到“有头绪、有思路”。正式编制工作则需有重点有步

骤地进行现场考察调研，然后是撰写初稿、沟通补点调研、撰写修改

稿、沟通论证，最终形成最终稿并通过评审。按照目前进度，预计《规

划》形成约1年，明年7月完成最终稿。 

 

“与相关省份的沟通、协调十分重要。”齐晓波对记者说，《规划》

将不可避免地与各省原有规划不一致之处，这些原有规划包括当地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关省市的旅游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如交通规

划、环境保护规划、水利规划、绿地系统规划等）。这需要从更高层次

着眼，在与国家旅游局、各省旅游局等部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制定出

一套能够统筹安排中部六省的旅游功能、设施与项目，使之成为重要的

旅游目的地，整和周边资源，建设旅游精品，带动区域旅游业发展的规

划来。无疑，《规划》面临的衔接、协调工作量巨大。 

 

据悉，此次《规划》编制工作启动会还附加了“规划发展工作座谈

会”的功能，除国家旅游局官员、编制专家外，中部地区安徽、江西、

河南、湖北、山西、湖南六省旅游局规划处处长同时出席会议。可见，

座谈的目的便是沟通、恳谈、动员，为下一步协调进行疏通。六省处长

会上表态，支持《中部地区旅游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对该规划寄予

高度关注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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