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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区划的基本理论和西安市旅游资源特征、旅游业发展现状、可持续发展状况 

等，提出了3衄分类系统，即把西安市分为3个区域、15个区和72个旅游小区。 

关键词 旅游区域；旅游区；旅游小区 

分类号 Fll9．9 

旅游分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旅游分区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既反映出市域内旅游资源和旅游地类别 

的多样性、综合性，又反映了市域内地区间各类别的差异性、特殊性，还反映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性、系列 

性。第二，旅游分区既可以充分发挥出各类旅游资源、旅游地和景点的潜力和作用，又可以满足各类旅游 

行为层次(即观光、娱乐以及购物、休养、疗养、会议、宗教朝觐、科学考察、商务及其他专门层次)游客的 

需要。第三，旅罅分区的研究和合理划分，可以经济而实惠地满足市域内广大游客的需要，还可以为邻近 

地区的旅游热点分流客源、施放余热，为旅游温区和冷区提供热源和扩散余热，使热区不热，冷区不冷， 

温区增温，达到区内外均衡发展。第四，旅游分区由于涉及范围是局部的，又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因此 

具有显著的发展动向上的灵活性，利用这种灵活性便于在市域内和市域间的发展中发挥平衡、调节机 

制，从而有利于市域内和市域间的旅游业及市域整个经济的发展。第五，旅游分区的合理划分可以促使 

内部结构，即组成结构(台风景资源、接待服务、旅游行为、旅游市场等结构)和层次结构(含旅游发展战 

略、旅游经济、旅游管理、旅游行为层次等结构)，各因素间互相促进。第六，旅游分区还可以由于旅游资 

源、服务、商品交换、文化等的发展而在扩大就业面、增加商品生产和流通、冲击传统思想习惯、交流信 

息、培育社会新风尚、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显著效益。第七，由于市域整体与各分区局部间的 

联系性和相对独立性，既可以由整体指挥全局，又可使局部的好经验在全局得班推广，而局部的不良倾 

向和教训也可迅速得到遏制。第八，在发挥各个局部(分区)优势的基础上，全面、正确、个性突出地形成 

了整个市域的整体优势和形象，以此为基础，提高本旅游区的竞争机制和良好效益，从而在国内外树立 

本市旅游业的良好形象。 

西安市旅游业发展现状是中间热，南北两翼凉，而中间则以东部过热(骊山地区)，中部(市郊)温热， 

西部则相对温凉。这种发展极不平衡的畸形态势只有通过区划才有可能找到平衡的机制和措施。 

2 西安市旅游区的依据和原则 

2．1 5条依据 

首先以区域旅游开发的基本理论为依据，充分发挥旅游业在地域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 

受到地域经济发展的制约，以确定旅游业发展的机遇和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及不利因素。第二，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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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地域优势和旅游资源优势，依靠自身的资源和区位优势创造自身独特的区域优势．充分利用一切 

可利用的外部条件，互促互惠，发展自我。第三，充分估计和发挥西安作为中心城市的作用和地位．树立 

西安在全省、全国旅游业发展中的高品位形象、热点效应、独特风格和示范作用，使周边和邻近地区受到 

西安的影响，为发展和壮大西安旅游业服务。第四，全面开发旅游资源，改变西安“人文”、“庙”、“古”的片 

面形象，发挥西安自然景观的潜在优势，尤其对距市区近而规模大的秦岭山地绿色旅游资源应给予足够 

的重视，使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区域风格 第五，依据可持续发展战略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拟定近期(本世纪)、中期和远期(下世纪初)不同时段的发展规划，并在具体的实施操作过程 

中不断调整 ，以有利于今后旅髓业的长期发展。 

2．2 6彖原则 

首先是全面整体性原则，即面向全市l3个区县，以主带副，全面分区。各级分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 

地域鲸合体，可独立发挥其旅游功能．因此全市或各级区域在地域上是连片的，在功能上是比较完整的。 

第二二是相似性原则，即按照旅游资源成困的共同性、分布的集中性、风貌的类似性和开发利用方向的一 

致性．进行“区域”级和“区”级划分，区内按差异性划分小区及各类景区、景点。第三是突出特色的原则， 

即在不同等级的分区中，都要重视发挥主导性旅游资源的作用，以保证各景区、景点的特色鲜明、个性突 

出。第四是旅游中心地和交通网络台理便捷的原则，即任一旅游区域小区都应有1个或数个中心地，作 

为旅游业的依托，且旅游点相对集中，充分利用现有交通网络，对其进行合理的和必要的调整补充．改进 

管理，增加现代化设施。尤其对山地旅游要求其交通便捷、安全，因它制约着景区内外和景点之间的联 

系，因而修建一条山脊横向专线旅游公路，与山谷和山麓公路联系．便于组织环线旅游活动 第五是全面 

开发人文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的原则．即不仅突出西安历史悠久、经济繁荣、科教进步、人文景观荟 

萃的优势，还应充分发挥风光秀丽、气候宜人、山川泉林俊美的自然景观及现代化建设成就等方面的资 

源潜在优势，充分发掘、调整、完善西安市域旅游资源、景观结构的整体性和全面性。第六是旅游区应尽 

量与行政区界限相协调的原则，各级行政区是各级行政部门行使组织、领导、规划、部署经济建设职能的 

实际范围，为便于旅游业的发展．在确定各级旅游区时，要尽可能地与各级行政区界限保持一致。 

3 西安市旅游分区的等级系统和命名 

西安市旅游分区采用3级系统．即旅游区域、旅游区与旅游小区。 

旅游区域——在市域内跨越区、县界线，主导旅游资源属性一致，景区自然及人文特征一致，旅游业 

的开发、建设和管理有一致性，交通网络干线接近 区域内各区和小区开发具有联系性，开发建设具有同 

步性，发展前景具有对应性和制约关系，据此西安市可分为3个旅游区域。 

旅游区——在旅游区域内的行政区划上有同一性，区内自然和人文特征有完整性，管理上具同一性 

和统一性，开发建设上有一致性和同步互补性，区域内各旅游区的主干旅游路线具独特的风光个性。依 

此，西安市可分为15个旅游区。 

旅游小区——也可称景点小区，即旅游区内由各类景点组合而成、大小不同又较为分散的各景点之 

和。所谓各类景点包括景区景点(有吃、住、游、购条件的景观区点)、景物景点(可停、游、休息的单一性景 

观区点)、景象景点(有条件可短暂停留观览某一个或某几个时效性较强的景观点)和暇想景点(视野较 

开扩，空间较大、通视较远、可停留野餐、休息的小区，并且情景交融，能够产生无限暇想的景点)等，这些 

景点各具特色，组合成不同的各类旅游小区，西安市这类小区至少可划分为72个。 

各级分区的命名方法，首先是地名或行政区命名，以便于查询；其次为旅游资源的突出特征或名称， 

便于选择采用；第三为区划等级名。以上3者组合即为全称 这样命名逻辑清楚、层次分明、指示性强． 

唯有时偏于过长，因而实际运用时前两者取其一，再加上等级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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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安市旅游分区(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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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The Division M ap of Tourist of X．Iai1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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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西安市旅游分区表 

Tab． The List of Tourist Division of Xi an City 

I北区(北部旅蝣区域)：含市域渭河北岸的闫良、高陵(耿 

镇除外)两区县及临潼区的渭北部分，为市域的飞机城和 

农业区所在。 

I 1．闰良飞机城、城郊旅持业 

I 1(1)西飞公司 飞机城”群众文化旅游小区 

I 1(2)闫良多镇农村文化娱乐蝣览小区 

】2高陵(耿镇除外)、临潼渭北田园风光旅游区 

I 2(3)渭北交口灌区粮棉农耕文化旅游小区 

I 2(4)高陵泾谓交汇“泾渭分明”旅持小区 

I中区(平原、台塬古都新城文化旅游区域)：含市域渭河以 

南，秦岭北坡山麓以北的高陵与临潼渭河南岸全部、蓝田 

山外冲积平原、市区和郊区全部及长安、户县和周至的山 

外部分。本区内经济发达．旅游业已具相当基础。 

l 3临潼华清池秦俪馆游览区：含高陵与临潼区渭河 

南岸全部，以华清池 骊山、秦始皇墓、寨俑馆为中 

心及其邻近景点的旅游区。 

Ⅱ3(5)零河水库自然风光旅游小区 

l 3(6)新丰鸿门宴故址旅游小区 

l 3(7)秦兵马俑展馆旅游小区 

l 3(8)秦始皇陵墓旅游小区 

I 3(9)华清池、骊山风景旅游小区 

I 3(1O)姜寨新石器遗址及小吃、土产旅游小区 

Ⅱ3(11)临潼天文台旅游小区 

I 4渭桥及半坡遗址旅游区：主要以半坡古人类遗址 

为核心，沪、清河水上和河各田园风光为辅，形成 

考古和休闳、购物、早春“漏梆风雪”、“东桥送别 

怀古旅游活动区。 

I 4(12)半坡村古人类遗址旅游小区 

I 4(1 3)半坡湖水色旅游小区 

I 4(14 5灞桥市郊名镇旅游购物小区 

Ⅱ4(15)荆峪沟水库群水色风光旅持小区 

Ⅱ4(16)纺织城游览小区 

Ⅱ5蓝田古遗址与“厨师之多”旅特区：本区古蓝田县 

的平原河各地区，以古遗址为中心，辅之以蓝田县 

城饭店小吃为代表的“厨师”访谈、“烹调”技艺观 

览品尝，有较高的考古、观赏、品尝等文化价值 

Ⅱ5(17)公王岭“蓝田人”古人类遗址旅游小区 

I 5(185水陆庵古文化(雕塑和古建、园林)、宗教旅 

游小区 

l 5(19)蔡文姬墓旅游小区 

口5(20)蓝田县城关文化、市镇风貌与“厨师之多” 

演示与品尝旅游小区 

l 6雁塔曲江古文化游览区：即西安东南郊文化区，旅 

游资源丰富且品位高，周边基础设施完善，距市中 

心便捷，可重点开发。 

I 6(23)大雁塔及三团(植物、盘景、春晓)一馆(唐 

华)旅游小区 

I 6(22 5曲江商贸、旅游度假小区 

Ⅱ6(23)南郊高校。文教城 (台历史博物馆) 电子 

城”旅游小区 

Ⅱ6(24)寒窑、五典坡民问文化传说游览小区 

l 6(25)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旅游小区 

I 6(26)青龙寺古原怀古游览小区 

I 7西安市古城墙内外游览区(莲湖、新城、碑林三 

区)：以西安古城墙为框架，包含现有的莲湖、新 

城、碑林 3区在内的城区，资源丰富，景点成群、 

居民多、持客多、街景市容、购物娱乐、休闳观览 

者云集．是整个西安乃至垒省的旅游中心地。 

I 7(27)古城墙环城公园(内外、上下)辩览小区 

I 7(28)钟楼、鼓楼、广场、北院门古建街旅辩小区 

I 7(29 5化觉巷、清真寺伊斯兰文化旅游小区 

I 7(305大麦市街、麻家什字回民小吃游览小区 

I 7(31 54：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旅游小区 

Ⅱ7(32)新城广场、周边新建筑群游览小区 。 

Ⅱ7(33)A仙宫、罔积寺古庙会宗教旅持小区 ’ 

Ⅱ7(34)书院门(唐街)、碑林古文化旅持小区 

l 7(35)西安市区各公园辩乐体闳旅游小区 

Ⅱ7(36 5东、西、南、北大街、东西五路、解放路街景、 一 

市容、购物旅游小区 

l 8北郊西郊未央古遗址群滨渭草濉旅辨区：市区西 

北的未央区，西北滨渭河，古遗存丰富，汉唐宫遗 

址所在，开发潜力大，具观赏、游乐、考古、休闲和 

经济开发功能。 

I 8(37)未央湖旅持度假小区 

I 8(38 5谓河河滨持乐垂钓旅游小区 

I 8(39)新经济开发区旅游小区 

I 8(49)大明官遗址购物观览旅游小区 

I 8(41)汉长安城遗址休闹、游乐、度假旅游小区 

Ⅱ8(42 5N房宫遗址旅游小区 

I 9长安传统民俗、历史遗址旅持区：为长安县的平原 

部分，长安南多风情、樊川景色，古建筑及传统民 

俗、名人轶事等丰富又有知名度，具有观赏、宗教、 

文化和科学考察价值，距市区便捷+又有休甩诂宇乐 

功能。 

I 9(43)沣、镐遗址古文化旅持小区 

Ⅱ9(44)樊川风光、杜曲古文化寺庙宗教旅游小区 

I 9(45)韦曲新城与民俗古寺旅游小区 

1 9(46)王曲佛教文化与民俗持览小区 

l 9(47)子午镇山货土特产、古遭口 传统工艺制品 

旅游小区 

I 9(485东大温泉疗养度假旅游小区 

I 1 0户县农民画多传统文化工艺游览区：为户县山外 

平原地区，主要功能是观赏、文化交流、宗教活动 

和休闲旅游。 

口10(49)甘亭镇农民画多新文化旅游小区 

l 10(50)草堂寺旅游开发(“亚建”)游乐小区 

I 10(51)余下惠安现代化乡镇旅游小区 ， 

I 10(52)溪陂湖水风光旅游游乐小区 

Ⅱ10(53)祖庵宗教传统工艺品、山货集市旅游小区 

口10(54)县域平原中北部园田化农业文化旅游小区 

Ⅱ】1周至苗本花卉、民间刺绣工艺、瓜果之多旅游区： 

包括全部周至山外的平原地区，景点集中，景色 

秀丽，辅以多处古建和发达的传统农业、果园潜 

藏于民间深处的农耕文明、民问工艺品、刺绣品 

及山货土特药材，铺胨于多同村道，形成了独特 

的观赏、游览文化交流的多功能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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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ourist Division of Xi an 

Lei Mingde Li Liming Lei Xianmei。 

(1)Department of Geography，Northwest University，710069，Xi an{2)Xi a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7l0054．X 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essential theory of division．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 resources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 3-class division system is put forward in view of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The results of division are 3 tourist districts，15 tourist sections and 72 tourist 

spots+ 

Key words tourist district；tourist section；tourist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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