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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伟志 文章来源：广州日报 更新日期： 2007-7-13   

    一、城市与旅游资源的相关性 

    既然讲城市旅游资源，就必要弄清城市和旅游资源的关系，首先了解什么是城市。在原始人类时代是

不存在城市的，城市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剩余产品的出现，那些拥有大部分私有财产

的达官贵族和奴隶主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和防止外部落的侵略，便建立了最初的城市。这样最初的

城市便出现了。里一方面说，古代祖先筑城兴市除了发展城市的政权职能外，客观上对城乡人民发展商品

交换，保护城内工商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促使了城市人口群落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生产力在城市的集

聚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这不仅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也为城市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

条件，使城市逐步成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成为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摇篮和载体。当然，在

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城市的消亡和重建是历史留给城市的一个主要现象，玛雅古城淹没于

莽莽森林、阿房宫消亡于熊熊烈火、楼兰古城也被滚滚黄沙所吞没，但是另一部分新的城市也同时重建起

来。这些新建的城市里经历战火和历史的沧桑遗留了下来。多脑河畔的世界名城维也纳，公元一世纪就是

罗马帝国的重要港口和交通要塞，后来成为奥匈帝国的首都和奥地利的首都。多脑河流贯市区。该市西郊

山地森林葱郁，自然风光优美。加之，市内圣斯丹芬大教堂、贝尔凡德尔宫等古建筑相映耀辉。1801年又

建成维也纳歌剧院，成为世界歌剧中心，音乐之乡。贝多芬等世界著名音乐家，就在这座美丽的城市获得

薰陶，成为一代音乐宗师。我国的北京、南京、西安、杭州等城市，既是许多王朝的都城，又是风景优美

的胜地。我市蓬莱仙岛既有蓬莱阁、刀鱼寨、戚继光故里等人文历史文化古迹，又有优美的海滨，还有脍

炙人口的八仙传说，以此成为世界闻名的海滨小城。人类的智慧、文化和历史就在城市打下了一连串的印

记，并随着时光的流逝，遗留至今，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宝贵遗产。这不仅具有考古的文物价值，而且，

成为我们追寻祖先足迹的极珍贵的人文旅游资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旅游资源，是城市的孪生

兄弟。 

    所以，认识城市与旅游资源的相关性，及其在当代演变特点，对我们自觉地进行我市规划建设、职能

分工，合理地开发利用城市旅游资源，保护城市的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城市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城市蕴藏的旅游资源，在当代是一份极其珍贵的经济资源。在自然经济的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

下，人们的消费需求还局限在吃、穿、住等追求温饱的阶段。对旅游资源的开发，主观上还缺乏迫切的要

求，客观上也不具备人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条件。因此，许多宝贵的旅游资源沉睡千年。在的露宿荒

野，甚至坍倒破坏。更有甚者，在愚昧的思潮影响下，还人为地将千百年的文物古迹当作“四旧”破除，

酿成民族的悲剧。可见，城市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既受到思想认识的影响，又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

平的制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进步，旅游在我国可谓飞速发展，各地兴起了旅

游开发热，用哲学的观点来说：开发与破坏是一对孪生姊妹，又开发就有破坏，我们不能因为开发而任其

对旅游资源破坏，也不能因为破坏而不去开发旅游资源，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怎么把旅游资源开发的孪生姊

妹破坏控制在一个最合理的范围。这对以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我市显得尤为重要，从当前的情况看，

我市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管理，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旅游业在当代是一项极有发展前途的产业。据国际上一些著名的经济机

构和权威人士预测，它将继石油工业、汽车工业之后，成为21世纪的第一大产业。我市发展旅游业，首先

要认清本世纪世界产业结构变动的这个大趋势，提高认识，抓住机遇，加速发展。蓬莱具有丰富的旅游资

源，无论人文资源还是自然资源相对于同等级的中小城市相比较都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在21世纪的今

天，把旅游业作为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对于蓬莱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对蓬莱旅游资源的开发上，不能仅

仅把旅游业看成是经济事业，而忽视了它同时又是一项文化事业。旅游业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

明程度和风尚。例如，有的城市为了招徕旅游者，大肆宣传迷信甚至腐朽的东西，使沉渣再度泛起。这种

只为赚钱，不注意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值得注意。还有的城市不顾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短期行为严

重，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在发展旅游业时，没有把丰富、健康的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作为旅游业的生命。

因此，在发展我市旅游业时，要汲取这样的教训。既要从产业的高度，使旅游业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又

要从提高民族素质的高度，注意保护、弘扬、发展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和传统。 

    2.要统筹规划，科学布局，形成特色。 

    统筹规划是国家从宏观上调控城市和旅游协调发展的一项带根本性的措施。它包括三个层面。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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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级（国家、大经济区或省区）综合发展规划指导下，搞好城市的综合发展规划。城市综合发展规划是

城市发展的母规划。它包括经济、社会、科技、生态等各个方面。它从横向协调城市各类产业、各个行业

的按比例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旅游业关联着70多个行业，是带动面最宽的产业，其发展本身也因此受

到相关行业的制约。像旅游业的六大要素游、购、娱、吃、住、行。单单一个行业，也就是交通问题就可

以决定某一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是否顺畅，像我市的旅游业的发展，为什么一直发展不起来，很大一部分原

因就是交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虽然说公路交通四通八达，但却没有铁路直通蓬莱，更不用说航空

了，交通不便，游客的可进入性就差，事实证明蓬莱旅游经济的发展已经受到了交通不便这个瓶颈的阻

碍，虽然说政府部门已经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对铁路建设的初步设想还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因此说孤军发

展旅游业是不能持久的，必须协调好它与相关产业的发展比例、规模和结构。这样才能提高城市的社会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第二，以市场为导向，搞好城市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城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是城市综合发展规划的子规划、部门规划。在综合规划的指导和制约下，要明

确城市旅游发展的战略思路、方向、重点和特色，与综合规划上下衔接一体发展。制定城市旅游总体规划

要注意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避免纯技术性的静态规划，不可以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旅游资源的开

发和景区的建设要由市场经济思想来统帅。着重要解决好市场与特色的关系。发挥城市旅游资源的特色优

势不能脱离市场，尤其是不能脱离国内旅游市场的需求。目前我国的旅游事业起步时间还不长，大多数城

市、尤其是内陆城市的旅游收入，还是以国内旅游市场为主要来源。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国内居民的旅

游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在相当时期规划城市旅游发展特色时，应该要考虑本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消

费习惯、历史文化等因素，不能一味求洋，模仿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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