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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休闲业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居民消费观念的改变、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和居民

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多。本文根据丽水的特点提出发展休闲经济的对策：（1）整合旅游资

源，谋划全市旅游发展格局；（2）丰富旅游休闲内涵；（3）开发旅游商品；（4）加强旅

游宣传推介力度。要依靠政治、文化环境等其他因素，来推动本丽水市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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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言  

  城市是休闲经济和休闲产业发展的理想场所，在大众化的休闲时代，休闲城市的出现有

其必然性，并将成为城市经营与城市定位的一个重要类型。作为城市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

休闲城市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休闲胜地，而是以休闲产业作为城市主体(主导)产业，在城市发

展战略和目标上把自己定位为以休闲为特质的，拥有丰富多样且独具特色的休闲资源和休闲

设施，具有浓厚休闲氛围和较强辐射力，集各种休闲经济要素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因此，

研究城市社区休闲产业的结构特点，对于发展城市休闲经济、构建休闲城市，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发展休闲旅游符合国际旅游发展潮流，休闲经济已逐渐成为当今一个国家和地区新

的经济增长点。据有关专家预测，2015 年前后，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将进

入“休闲时代”，休闲将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结合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内

容，以及从主观和客观等因素对影响旅游休闲产业的发展做出了综合性的具体分析，。相信

借助“中国生态第一市”的金名片，打造“中国生态休闲度假第一市”丽水市发展休闲旅游

可以大有作为。  

  二、城市休闲产业研究概况  

  休闲是一个在“心无羁绊”状态下“成人”的过程，也是人的创造力增强过程，是现

代     城市社会进步程度，城市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标志。在消费拉动下的城市经济，休

闲经济正在逐步上升为城市未来规划发展的主要产业部门。由于我国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具

有经济意义的休闲产业也主要是指城市休闲产业（1）整合旅游资源，谋划全市旅游发展格

局。。  

  城市休闲产业在结构上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分类。按照实物形态分为休闲游憩业、休闲

旅游业、休闲娱乐业、体育健身业和文化传播业。按照产业为城市休闲者提供服务的直接程

度，可以分为城市休闲本体产业、延伸产业和媒介产业；按照投资主体分可以分为商业休闲

产业、公共休闲产业和联合休闲产业；按照空间结构可以分为各种休闲产业地带，这是因为

不同地带的地租结构存在很大差距，城市休闲者的休闲体验效用也会出现区位变化。  

  城市休闲产业合理规模可以用总量适合度、内部协调度和高度化程度来测度。他们分别

研究城市休闲产业与国民经济的适合、城市休闲产业内部结构的协调和城市休闲产业未来发

展的高度化方向。而具体的测度可以通过建立起各自的数学模型进行评介，这一方面可以衡

量该产业发展的程度，另一方面也为政府制定科学产业规模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  

  国外对于块状经济的研究最主要的是从产业集群以及区位集中的角度进行研究。韦伯主

要从区位论的角度阐述了块状产业区与产业集群的关系。胡佛，享德森等人都对产业区与产

业集群作过专门的研究论述。  

  目前国内外许多著名城市都把自己定位为休闲城市，打造休闲之都，如美国的拉斯维加

斯、意大利的威尼斯、新加坡的新加坡城、中国的香港、杭州、成都等。构建休闲城市，既



为城市发展休闲经济和休闲产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同时，也对城市的休闲空间开发布局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丽水城市社区休闲产业结构基本特点  

  丽水是一个在浙江省相对落后的一个小城市，在改革开放以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度

上升，并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段时期内，民营企业是丽水经济发展的最主

要的力量。丽水民企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3 年），是个体经

济开始恢复发展，完成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第二阶段（1984-1991 年），是个体经济快速增

长和私营企业起步，民间资本进入工业生产领域，形成民营经济稳步发展阶段；第三阶段

（1992-1997 年），是民间投资和社会投资延伸到各个领域，民营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第四

阶段（1998 至今），是民营经济从数量向质量提升的发展阶段。截至 2002 年，全市合计企

业有 14442 家，工业总产值 232.38 亿元，其中国有企业 44 家产值 5.84 亿元，集体企业 315

家产值 8.70 亿元，私营企业 2942 家产值 93.12 亿元，个体企业 10765 家产值 46.35 亿元，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376 家产值 81.68 亿元，其中中小企业的产值占全市产值的 83%左右。 

丽水的经济还具有以下优点：  

  1、丽水具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发展旅游业是丽水比较

优势之所，在但是旅游业的起点低、底子薄、基础弱是不足之处。  

  2、当前丽水的旅游产品多数为观光型旅游。要以此为基础，深化带动避暑度假、康体

养生和科普探秘等旅游项目的发展。重点开发市区东西岩、河川公园、龙泉凤阳山、庆元百

山祖、遂昌温泉、南尖岩—神龙谷、景宁雪花际、望东洋、松阳箬寮、云和湖、缙云九曲练

溪、滩坑水库等项目  

  3、丽水作为浙江的欠发达地区，面临着跨越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历史任务，通过构建

区域创新体系，提高创新能力，进而增加区域竞争力，是丽水的战略选择和现实需要。  

四、丽水城市社区休闲产业开放战略  

  1、提高休闲品质，倡导打出生态第一市的招牌  

  （1）整合旅游资源，谋划全市旅游发展格局。充分利用丽水生态优势，进一步整合旅

游资源优势，通过考察、分析、规划，以各县（市、区）独具特色的休闲资源为基础，结合

各地地域经济、文化、生态资源的区域关联性，开发区域联动优势特色产品，要强调各地资

源的互补性和产品的差异性，避免旅游产品的“形象遮蔽效应”和近距离重复建设。如莲都、

青田、云和可以利用瓯江丰富的农、林资源建设农耕林作生活体验休闲区块等，让不同的区

域形成不同特色的休闲旅游产业，并以建成的不同特色的休闲旅游区域为基点开辟旅游线

路。  

  （2）丰富旅游休闲内涵。在发展休闲旅游中，可以通过丰富活动内容和内涵来让游客

停留更多时间。要将摄影艺术、古堰画乡、巴比松油画、松阳高腔、遂昌十番、景宁畲乡风

情等具有我市地域性的独具特色的文化融入到休闲景点建设中，设计出特色旅游线路，并通

过不断的完善发展，把特色艺术品牌和传统民间文化做大、做精，使得休闲能休出高品位。  

  （3）开发旅游商品。我市传统的工艺品龙泉宝剑、青瓷、青田石雕等具有较高的知名

度，但其商品价格较高、携带不方便、购物点分散，不利于游客购买，但游客还是非常希望

能在旅游中带回独具特色的纪念品乃至有地方风味的农副产品。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旅游

商品的开发力度。  

  （4）加强旅游宣传推介力度。我市目前的旅游网还不够丰富，尚未形成完整的对外宣

传电子网络。要利用网络的便利性和交互性，实现低成本、大范围、跨地域的有针对性的宣

传促销，使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爱好、经济承受能力等，自由选择浏览景点及项

目。  

  2、要依靠政治、文化环境等其他因素，来推动本丽水市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  



  政治方面  

  （1）政府部门要发挥生态优势，抓好发展机遇，做大做强丽水旅游产业。牢固树立并

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在突出加快“工业强市”这个重点的同时，协调一、三产业发展，尤

其要把旅游作为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加以培育。要通过旅游资源普查，强化对区域旅游特色

产品和亮点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完善提高旅游发展规划，研究旅游品牌定位，确定旅游重点

项目。 

 （2）政府部门切实做好旅游资源保护工作，各职能部门要统一思想认识、各司其职，防

止遭受人为破坏，防止低档次开发。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树立精品意识和品牌意识，力争

建设一步到位。要抓好配套建设，解决旅游基础设施、服务设施落后的制约。  

  （3）政府部门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包装好项目，引入更多的外来资本，特别是要着

眼于引进大的集团来参与旅游开发建设。要加强营销力度，将丽水文化旅游资源融入山水自

然风景资源，通过各种有效载体和形式，全面打造丽水旅游形象，使我市成为整个长三角范

围内知名的休闲旅游胜地。要在旅游开发体制、机制上力求突破，尽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生

产力优势。必须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不求所有，但求发展”的理念，开展旅游资源整

合，市场化运作，协调处理旅游项目开发建设中的相关政策事宜。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实施

机制创新，使旅游体制、机制不断适应旅游产业发展的需要。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旅游

工作的领导，发挥主导作用，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旅游业发展。  

  文化方面  

  丽水是中国生态示范城市，自然景色的禀赋，历史文化的传承，为旅游发展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资源。对丽水来说，文化旅游是资源整合的结合点，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潜力所在。加

快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积极推进文化、旅游的联动。尽快形成一批能

展示绿谷文化魅力的精品旅游景点和线路；对青瓷、宝剑、石雕、黑陶等传统工艺品进行改

造，把特色文化以市场化手段物化出来，大力生产能满足消费者求新、求知、求异、求乐的

文化旅游产品。 要积极探索文化、生态、旅游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文化产业发展路子，

加快生态文化旅游项目建设，逐步形成以绿谷文化为内核的丽水生态文化旅游新框架。  

  （1）挖掘山水文化特色，找准结合点  

  自然山水是丽水的后发优势，是旅游的前提。文化是一种生产力，是旅游的灵魂。丽水

丰富的山水资源是“形”，丰厚的特色文化是“神”，只有付“形”于“神”，才会有生命力。  

  （2）保持原生性。  

  当前，人们对高品质的生态环境的需求快速增长，生态环境的资源价值迅速提升，生态

环境是丽水的最大优势和最大价值日益显现。旅游的开发应不以人为过度地损坏自然为前

提。要精心地保护自然，体现原生性，顺其自然，融入自然。要尽最大努力地保护植被、山

林、河流、以维护大自然鬼斧神工所造就山的雄伟、绿的生机、水的韵律、自然的神奇。  

  3、突出优势，主攻特色，扬长避短。  

  （1）文化的内涵  

  没有特色性的生态是没有生命的生态，而特色性主要就是文化的内涵。文化与旅游有着

非常密切的关系，特色是旅游的灵魂，而文化是特色的基础。一个区域的旅游产品要具有较

大影响力，势必要在文化内涵的挖掘与提升上面下功夫。旅游市场竞争的最高层次不是价格

竞争，也不是质量竞争，而是文化竞争。一首歌就能唱响一个地方，一篇文章就能写红一个

地方，一部影片就能播红一个地方，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要下决心开发一批地方特色的

文化旅游产品，把文化融入到山水之中，使好川文化、名人文化、畲族文化、华侨文化、剑

瓷文化、石雕文化、廊桥文化、摄影和巴比松油画文化、香菇文化、黄金文化、田鱼文化等

得到继承、发扬、光大和运用，成为丽水旅游的特色和灵魂。  

  （2）体现休闲性。  



  利用丽水海拔高、山间盆地多、山中湿地多等优势，开发度假、疗养、会议等山地休闲

度假旅游产品，使游客进得来、留得住、住得下，度假、休闲、养生，有声有色、叫好叫座。

使“艺术之都、浪漫之乡、休闲胜地”落地生根，具体化、感知化、形象化。 

 通过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提高创新能力，在旅游项目和产品的开发上，突出地方特色，利

用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优势，集中精力发展休闲旅游，不仅要把丽水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休

闲度假的后花园，更要借助“中国生态第一市”的金名片，打造“中国生态休闲度假第一市”。  

参考文献  

 [1] 《丽水日报》A2 版  2007年 06月 17日  

[2]周志田、王海燕.中国适宜人居城市研究与评价[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14(1)27 -28.  

[3]徐清海.城市公共设施服务模式的选择和理念创新[J ]. 特区经济,2006(6)126 - 127.  

[4]李悦铮.区域旅游市场发展演化机理及开发[M].旅游教育出版社,2005.  

[5]方智毅,论城市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的初步理论建构,经济学研究，(06) 04 - 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