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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工作关系，最近一年多接受地方政府和旅游景区邀请，考察了西

部陕、甘、宁、青、新、川、滇和内蒙等地的旅游，并参加了一些旅游

规划策划项目。在工作中对于西部旅游发展急待解决的一些理论和实践

问题，感受较深，在此愿抛砖引玉，引起重视。 

北京绿维创景规划设计院 唐皓

西部旅游开发系列 ― ― 游憩方式创新对西部山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促进机制研究 (上 )  

一、“统筹城乡”的主要内容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是中央促进我国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重大战略部署，“成都重

庆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成立，更将此该革推向了一个高潮。统筹城乡综合配

套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第三个关键台阶”，要解决以下关键问题： 

    1、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顺利转移提供便利； 

    2、 推进城乡土地管理和使用制度改革，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有效机制；  

    3、 建立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集中财力优先安排农民最急需、受益面广、公共

性强的农村道路、水利、教育、卫生、文化等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  

    4、 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探索建立适应农村特点的新型信用机制、深化金融机构的改

革、推动金融要素市场建设； 

    5、 推进城乡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  

    6、 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加快农业产业化过程，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建立农工贸一体

的产业链，建立促进就业再就业的长效机制；  

    7、 促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方面，加强政府的服

务管理职能；  

    8、 促进城乡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在社会文化、精神生活、思维意识以及价值观

念、竞争观念等方面的差距，促进共同进步。  

 

二、西部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难点  

     在幅员面积最广阔、资源最丰富，经济最落后的中国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需求最

为迫切，而难度也是最大，没有广大西部地区城乡统筹发展的最终实现，我国的城乡统筹发展

就将是一句空话。 

    1、 城市化水平较低，中心极核的辐射作用乏力，从总体上来说，目前西部地区仍处在城

市化的初级阶段；  

    2、 乡村产业化程度较低，规模效益较差，大部分西部农村地区仍基本维持在初级农业经

营状态，与 “产业化”要求相距甚远。 

    3、 城乡分割的历史积淀与惯性较强，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与消费水平的相对

差距远远大于其他地区。 

    4、 财政支持乏力，在客观上严重制约了西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的财政投入力度。 

    5、 尚未形成有效的产业链，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竞争的日趋激烈，西部地

区的产业发展和产业链形成将会处于更加被动的局面。 

    6、 县域经济欠发达，很难支撑起西部城乡统筹发展所必须的强大经济基础。 

推荐阅读

温泉度假村开发模式研

旅游目的地的构建模式

“体验消费式”构建博物

览”时代来临 

温室休闲——乡村旅游休

新“渔人码头”---港口、

沙滩浴场的创新思路 

新农村建设奇迹成就乡

2008年旅游十大热点事件回

湖泊旅游差异化开发的七

室内休闲娱乐在商业空

案例成果

[之七]新

改造

用独特的地域性

和人文景

[之六]以

游名城”

只有靠许

旅游目的地！

[之五]以旅游

园区开发

以旅游为

合的“快

[之四]五十平方米小

台红色旅游

红色金融博物

典样板！

[之三]让

漂流旅游已

品，而是一

旅游运营问答



    7、 城乡分野的地理特征显著，独特的西部地理地貌特征、路网状况、城市数量、城市体

系、城市产业构成、城市辐射力等客观因素制约，更增加了西部城乡统筹发展的难度。 

三、旅游产业对城乡统筹发展的促进  

     通过对旅游和农业产业的解读和对应分析，可以整理出旅游产业对统筹城乡的主要促进

思路: 

    1、在中心场镇的基础上打造旅游生态小镇，以小镇的综合经济结构和人居条件吸纳分散

的农户搬迁进入，转为城镇居民，在区域旅游产业化过程中，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

度，推动户籍改革。  

    2、以旅游产业化进程和旅游生态小镇的进程，安排农民在旅游相关企业中就业，以此统

一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以旅游项目招商为杠杆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以旅游产业为

带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提升农业产业水平，试点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

革。 

    3、在旅游小镇建设基础上，试行“社会保障换承包地、住房换宅基地”等多种农村建设

用地流转机制，打造多种与旅游结合的试点区，推动土地制度改革。 

    4、结合乡镇规划和旅游规划特点，对乡村发展环境进行更科学的规划；以旅游发展过程

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和辅助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进行。 

    5、在区域旅游综合开发的同时，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旅游为纲优先安排农民最急

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经费；在整体的角度上，改革城乡公共财政制度。  

    6、以旅游、房地产、康复疗养等项目招商为杠杆，支持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到农村投

资，以土地股份制、土地银行等新方式为途径，鼓励商业银行对“三农”业务和乡村旅游项目

放贷，实现农村金融制度改革。 

    7、以旅游行为促进区域内外文化的交流，使农村文化水平在旅游产业化进程中提高；以

旅游产品提升加强对本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形成围绕本土文化核心的新旧文化交融，促进城

乡文化协调发展。综上，区域旅游产业开发要素，可以有机融入城乡统筹的各个环节，完善

“统筹城乡”的主要内容，有效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成为解决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问题

的突破口之一。 

四、西部山 区的主要旅游 资源特点及游憩类型  

     中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少数民族众多，有着丰富多彩、得天独厚的自然、

人文旅游资源。具有资源原生多样、地球演化变迁信息丰富、民族构成多元、历史文化丰富、

边界漫长,气候各异,生态脆弱等主要特征。以此为基础，可以初步归纳出西部旅游游憩方式的

主要类型： 

    1. 山水观光探险型：以地文水域生物等资源观光为主的游憩方式，这也是西部旅游中最

主要的游憩类型。  

    2. 历史人文观光型：以遗址遗物、建筑设施类资源观光为主的游憩方式，与山水观光共

同构成了西部旅游的观光游憩方式。 

    3. 科研考察型：依托广泛的地文水域、生物资源、遗址遗物资源，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

游憩方式。  

    4. 文化体验休闲型：以遗址遗物、建筑设施、及商品、辅助类资源为依托的，游客参与

和体验西部地域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游憩方式。 

    5. 乡村休闲度假型：游客在西部乡村环境中较长时间停留和深度体验为特征的游憩方

式，为持续性较长，综合性较强的游憩方式。 

    可以看出，西部山区的旅游发展大多都在乡村环境下进行，其游憩方式设计，也必须要在

资源基础上，充分考虑到乡村区域经济环境，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运用乡村环境资源打造旅游

产品，另一方面，以此实现旅游业对山区城乡建设和区域经济的实质促进。 

五、西部山 区的游憩方式的主要提升及 创新思路  

    (一)主要创新原则 

    1、 乡村核心原则：西部山区的旅游产业打造过程中，应该以三农问题为核心。要实现旅

游业与农业的深度结合，使其成为第三产业在不影响第一产业的基础上的一种附加，农业多样

化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元。 

    2、 因地制宜原则：充分利用本土的优势资源与产业，将优势产业环节做深做足，而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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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求大求全。  

    3、 城乡互动的产业化发展原则：旅游产业本身即具有极强的城乡人员、物质和资金的流

动性。西部旅游资源，也大多分布与乡村范围之中。因此，旅游开发，必然成为城乡一体化进

程中的重要战略，其游憩方式的创新，也必须以城乡互动的产业化发展为重要原则。 

    4、 审美凸显与独特吸引力原则：从已有的资源中，挖掘其特色性审美要素，并予以凸

显；注入与资源协调的多种景观，形成全程审美的旅途生活。 

    5、 情境化与体验化原则：对观赏性资源、文化资源等进行情境化改造与设计，转变为人

性化的体验过程，转变为具有吸引力，可使游客兴奋的产品。 

    6、 保护与开发协调的原则：旅游资源开发，需要与风景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

保护、游客安全保护四方面相协调。 

<游憩方式创新对西部山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促进机制研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