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载入中…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 城市艺术专业委员会 中小城市发展委员会

城市理论 建设 经济 体制 竞争 科技 文化 社会 旅游 管理 城市政务 领导 新闻 采购 法规 投资 市长参考 图书频道

城市经验 建设 经济 体制 竞争 科技 文化 社会 旅游 管理 网上展厅 政府 单位 名企 专家 旅游 城市年鉴 会员城市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2008年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科学… 

·关于出席《2009全国中小城市… 

·举办市长、局长（生态旅游）… 

·《中国城市年鉴》2009年卷 

您现在的位置： 中国城市发展网 > 城市理论 > 城市资源旅游 > 文章正文

政 府

最 新 热 门

旅游市场竞争全球化条件

浅谈塑造桂林旅游新形象

开发钦州市旅游业的探讨

论广西旅游业创新发展的

谈大力发展廊坊市休闲旅

关于提升休闲农业旅游地

浅论乡村旅游与农村旅游

乡村旅游发展问题与对策

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

中国旅游饭店定位的创新

吉林省冰雪体育旅游产业

长沙市影视旅游开发浅析

当前云南旅游资源优势及

城市水业的新机遇新模式

焦作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最 新 推 荐

双鸭山将在全省率先创建

泛北部湾区域旅游合作的

泰州发展城市旅游的对策

乡村旅游：三十年与三个

以“软实力”来推动旅游

打造“夏都”专家谈：“

打造旅游地产灵魂的三大

东方明珠：借助世博演艺

抓住良机积极发挥兵团旅

抢抓机遇，努力把白山建

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

雷山倾力打造“中国苗族

水资源的资产化、资本化

桂林旅游产业与城市经济

城市旅游发展模式选择的

学 校

谈大力发展廊坊市休闲旅游业

作者：王泽泉 文章来源：中国论文联盟 更新日期： 2009-6-9   

  近年来，廊坊市充分依托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现代资源丰富的优势，按照大群体、有特色、出精品的原

则，从实际出发，在全力摸清底数的基础上，重点实施旅游精品开发战略，全面整合旅游资源，积极培育

特色产品，相继推出了以六大高尔夫球场、三大温泉度假村为代表的健身旅游，以辽宋地下古战道、辽代

白塔龙泉寺、曲家营古 音乐 为代表的古迹文化游，以东方大学城、文化 艺术 中心、 自然 公园为代表

的观光游，以金丰农科园、民间采摘、农家乐、民俗旅游为代表的生态游，以国际会展中心、第一城为代

表的会展游，以新世纪步行街、香河家具城为代表的购物游等六大旅游精品系列项目。2007年度，接待国

内外旅游者533余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41亿元，其中会展游、乡村游接待人数突破了百万人次，成为旅

游客源增长的亮点。同时，一批极具市场潜力的旅游项目也正处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筹建之中，如集民俗绝

技、孔雀园、森林景观和健身娱乐为一体的永清大千世界主题公园项目，三河成功大广场项目、安次区落

垡湿地自然景观项目、广阳水库景区项目、再现“胜水菏乡”的胜芳新城项目等，这些旅游产品的相继推

出将使廊坊的现代旅游城市特色更趋明显。  

    

  一、廊坊市发展休闲旅游优势明显  

    

  1.较丰富的休闲旅游资源。近年来，廊坊市以温泉养生、温泉娱乐为主体功能，以温泉观光为辅助功

能，完善京津廊会议市场和京津廊大众休闲市场，充分利用本地会议发展旅游，大规模的林地，浓郁的乡

土文化，丰富的土地资源等优势条件，采取温泉旅游与其他旅游的项目组合开发的模式，打造具有自身特

色的温泉休闲产业，形成伊斯兰风情商务旅游区，廊坊市区城市温泉旅游区、永固霸田园温泉旅游区、南

部古镇古洼温泉旅游区等四个有特色的温泉旅游热点区域。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六大高尔夫球场的经营与

服务，形成以高尔夫运动为主体的户外休闲活动主题园地。另外，进一步提升廊坊会展业的国际化、市场

化、专业化、品牌化和特色化程度，针对京津休闲市场，策划市场指向性强的休闲、购物、文化、 体育 

等专题性会展项目。打造一批会展、商务、会议与休闲度假相结合的复合型品牌旅游产品。  

  2.环境建设成绩斐然。大力实施“蓝天、碧水”工程，环境质量大为改善。营造了生态文明林400个，

市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5％，垃圾处理率95％，市区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332天。先后被命名为全国绿化模

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等，并获得“ 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称号。 

  3.发展机遇空前。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市内经济结构的调整，重视旅游业的发展，特别提出要逐步

减少区内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化工产业，将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把扩大消费作为

拉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同时，河北省于2008年开始精心打造环京津休闲旅游产业带，前期论证工作已

经完成，正在有重点，有步骤地展开建设和营造工作，为廊坊市休闲旅游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4.客源市场巨大。京津人口总数约为3000万，消费能力在全国处于前列，是环京津休闲旅游成熟持久

的消费市场。廊坊市2007年接待游客的85％来自京津。同时，京津拥有的私家车总数为500万辆，加上比邻

地区的私家车，总数超过700万辆，自驾车游客由京津出发，可以1小时到达廊坊市的绝大多数景点，十分

便捷。随着京津的发展，京津两市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增长的进一步加快，廊坊市休闲旅游的客源市场优

势将进一步凸现。  

  5.便捷的 交通 区位。廊坊市位于京津之间，不仅有明显的距离优势，而且以京津地区为重要的交通

枢纽，充分享受其公路、铁路、航空交通等优势，如陆路交通就有9条铁路干线、10条高速公路、12条国道

以及若干条省道等。四通八达的交通，成为廊坊市休闲旅游项目的依托。  

  6.节假日的调整。新的节假日制度实施后，“五一”休假时间缩短，全年节假日次数增多，节假日的

灵活性与变化性进一步加大，将有利于廊坊市这种以休闲旅游为特色的短途旅游的发展。由于拥有临京

津、陆路交通便捷、资源丰富等优势，为短途旅游、休闲游、深度游、散客游尤其是自驾游提供了广阔的

发展空间。 

  二、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第一，整体竞争力和消费带动力弱， 旅游 综合效益不高。廊坊市的旅游业近几年 发展 较快，已初

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但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旅游综合效益不高。与北京、天津郊区县的旅

游业相比，旅游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不尽合理，旅游总收入相当于GDP的比重低，旅游消费的 经济 拉动作

用较弱，这与所拥有的资源优势、区位市场优势还很不匹配，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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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旅游产品结构不合理。一是观光型旅游产品居多，休闲度假产品的开发建设力度不够，尚未占

据市场及消费的主导地位，旅游产业休闲化的趋势还不明显，2007年度，以休闲度假为目的游客不足20 

%；二是多数景区小、弱、散、差，3A级以上景区不足20%；三是部分重要旅游资源，在客观上与相邻地区

存在产品的雷同，且处于相对劣势。满足不了游客的休闲旅游欲望，从而导致一些游客不再到廊坊游览类

似产品。 

  第三，产品规模档次、服务管理水平较低。从规模档次看，一方面，部分地区不注意错位发展，如部

分地热温泉，在产品类型、档次和功能上与京津郊区的类似景点雷同，受区位影响，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另一方面，旅游 企业 对旅游发展 规律 的认识不深刻，尚未形成自身的产品特色，建成的精品景区较

少，产品品质较低，创意不新颖、特色不突出、规模体量小、建设水平低、功能设施差等问题依旧普遍存

在。从服务水平看，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普遍偏低，不能很好的满足京津游客的消费需求，弱势较为明

显。  

  第四，旅游产业要素不完善。旅游接待设施不配套，游览、娱乐、住宿、餐饮、购物等旅游配套要素

尚未形成产业链条，存在“短板”现象，导致旅游综合收入偏低，旅游消费的经济拉动作用较弱。如：一

日游游客比例较大，过夜旅游者比例仅占游客总量的23%，影响了娱乐、住宿、餐饮等收入；其次，购物收

入普遍偏低，远低于周边北京、天津，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5%）。仅占旅游总收入的27%。  

  充分发挥廊坊市与其他环京津地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针对京津日益增加的度假休闲、回归 自然 

的市场消费需求，构建环京津休闲旅游带，突出优势资源特色，实现与京津旅游产品的差异开发和错位发

展，构建特色鲜明、重点突出、功能齐全的休闲旅游板块；深度策划集休闲度假、餐饮购物、娱乐活动、

观光体验、康体健身等于一体的综合型休闲旅游区，并带动周边地区的整体发展；结合无景点休闲旅游发

展，加快城市休闲体系建设，将廊坊市打造成为文化、景观特色鲜明，休闲旅游功能完善，旅游氛围浓厚

的休闲旅游目的地；紧密依托 交通 干线和交通结点，推出道路便捷通常、标志标识完善、信息咨询访问

周全、旅游产品体系完善的自驾车或自助旅游线路，进一步拓展廊坊市的休闲旅游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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