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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与都市旅游的关系 重庆都市旅游探索

作者：曹欢/黄海… 文章来源：重庆大学学报 更新日期： 2008-3-13   

    都市旅游是近年来旅游业的新热点和发展方向。目前，理论界学者们尚未就都市旅游的定义或概念达

成一致。有人认为都市旅游就是以都市风貌、风光、风物、风情为特色的旅游。有的则认为都市旅游是以

都市为目的地的旅游活动，是人类对都市风光、都市风情、都市生活、都市购物、都市娱乐等旅游需要的

实现途径。笔者认为，都市旅游是都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旅游价值的实现过程。 

    都市的自然景观包括公园、山、河流和湖泊等都市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涵盖的内容则丰富得多，包括

历史遗迹、街景、都市氛围、购物和休闲娱乐的环境等。集合都市的这些旅游资源要素，满足人们观光、

购物、娱乐、体验等各种旅游需求，便形成了都市旅游。 

    都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开发改造自然体现得最为充分和突出的表现，因此其

人文旅游资源相对集中，甚至出现了自然旅游资源人文化的倾向。与其它旅游类型相比，都市旅游的景观

呈现出明显的重叠交错性。以“山城灯海”为例，很难说它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如果没有鳞次栉比

的楼房和现代照明设备，灯海难以形成；但如果没有山城江城的盆景般的地形，这幅美景亦难以呈现。 

    一、都市旅游，势在必行 

    首先，都市旅游之所以日益受到重视，是因为它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动力，突

出地表现在都市旅游对其他相关产业具有强力关联带动性。当前，中国旅游业直接就业一人，间接就业人

数达5人以上；旅游业直接收入增加1元，其他相关部门可以增加4.3元。都市旅游发生在产业和人口相对集

中的城市，对于拉动消费，提高相关产业经济效益，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城市第三产业发展，作用不可低

估。都市旅游发展得好，可以推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都市往往是一定区域内行政、经济、文化的中心以

及交通的枢纽，是游客停留中转的基地。重庆周边有许多如诗如画的风景点，但由于各种原因而“养在深

闺人未识”，如果都市旅游能将客人多留一天，便有机会向他们传达有关的信息，为周边地区旅游经济的

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其次，发展都市旅游对于整合地区旅游业格局的作用不可替代。都市便利的交通、信息以及餐饮设

施，实际上是为地区旅游业格局设定了一个核心区域。以重庆为例，重庆是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

都很丰富的地方，而且二者都有自己的“拳头产品”，为什么还要把都市旅游提升到战略高度呢？三峡风

光和大足石刻是重庆旅游的东西两大板块，但两者之间缺乏一个连动板块。以渝中区为核心的重庆都市旅

游正处在其空白点上。搞好重庆都市旅游，就可以有机地联系东西两大板块。 

    第三，从城市的发展看，都市旅游与城市的发展方向基本吻合。都市是各种污染相对集中的地方，而

旅游的轻污染特点，容易为城市所接纳。都市旅游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都市现有的面貌和设施等旅游资源

要素发展经济。即使为了发展旅游业而大张旗鼓进行的城市改扩建工程、交通设施的改善以及绿地花园的

扩大等工程，本身也是都市健康成长的需要，和都市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如重庆渝中区拟建的枇杷山、

佛图关观景楼、重庆大轰炸纪念碑等工程，不但可以为都市旅游提供新卖点，而且还可以美化城市形象，

为市民日常休闲提供新的去处。都市旅游是都市自身发展的需要，为都市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既提出了优

化城市面貌和功能的要求，同时也提出了提高市民素质和改善市民精神面貌的要求。都市旅游的神奇之处

在于可以把一地的某些相对劣势转化成特色和优势。以重庆为例，山城的地形给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

带来了诸多困难，但恰恰是这种不便的地形才使人们尽取捷径，造就了少有的“电梯缆车文化”，同时也

是山城灯海形成的必备条件之一。 

    第四，就旅游业本身而言，都市旅游代表了旅游业新的发展方向。都市旅游是随着近现代城市化的进

程而产生的，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已开始了这方面研究，但真正成为热点并受到广泛关注也只是近

几年的事。特别是都市旅游对都市经济和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日益显现后，以上海为代表的许多大城市都

在挖掘其潜力，不愿意错过此旅游业新的增长点。都市旅游实际上是都市业发展的一种“围城现象”，顺

应了游客对都市多样化的要求。在城里人大量涌向自然风景区的同时，也有不少城外的人涌入城市，感受

大都市的气派与性格，享受现代化的休闲娱乐设施。 

    二、都市旅游，异彩纷呈 

    重庆主城区的旅游资源，以人文资源最具特色，且不乏自然资源。以主城区的核心渝中区为例，旅游

资源的6种基本类型（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古迹与建筑、休闲求知以及购物类）渝中区全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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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在72种国家标准规定的旅游资源中，渝中区有52种，占总数的72%。重庆旅游规划研究成果显示：以渝

中区为核心的“重庆大都市景区”，无论从都市资源吸引力的角度，还是从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条件以及旅

游资源综合价值指数进行评估都名列前茅，分别列第3、第2和第3位，评定等级均为Ⅰ级。 

    7个一级景点各具特色。山城灯海如银河直落九天，奇特壮观；枇杷山公园秀美宁静，两江风光尽收眼

底；朝天汇流，中国西部最大的内河港口尽显其繁华和喧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重庆谈判旧址，凝固着

难以忘怀的历史瞬间；重庆人民大礼堂，一部列入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经典的作品；人民解放纪念碑，昨

天的精神堡垒与今日的时尚情感在这里悄然相遇相融。除了以上7个一级景点，还有以巴文化和抗战文化为

基本线索的二级景点22个，三级景点47个，内容丰富。 

    现代社会景观也在都市展现得淋漓尽致。被称为重庆现代社会三道风景线的奥托汽车、山城棒棒军和

麻辣烫在渝中区最为集中；特色交通工具：过江索道、爬坡缆车和亚洲最长的自动手扶电梯等，其他城市

更是难以寻觅；此外，现代靓女风景线、火爆的球市以及繁荣的商贸购物景致编织出一幅生动的现代都市

氛围图。 

    重庆的都市旅游资源不仅丰富，而且有跨度、有品位、可开发潜力大，国内专家断言重庆都市旅游

“捏着一副好牌”。然而，守着丰富的旅游资源，重庆却被认为“无处可看，无处可玩”，而仅仅被当作

“过境城市”。 

    重庆市渝中区非常重视都市旅游的发展，旅游业被确立为渝中区的支柱产业。由于其具有跨部门、跨

行业特点，实行“一体化”管理难度很大，因此渝中区提出了“党政一把手，亲自抓旅游”的对策措施。

党政一把手亲自决策把握，使旅游业能够尽早地步入快车道并形成良性循环。此外，渝中区还邀请部分专

家学者参加都市旅游研讨会，为旅游业发展献计献策。为了使都市旅游落到实处，还组织专家编制了《重

庆市渝中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探索并把握都市旅游的内涵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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