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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古镇是在相同的自然环境条件和同一的文化背景下，通过密切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一种介于乡村和城

市之间的人类聚居地和经济网络空间。周庄、同里、甪直发展成具有经济、居住和生产等多种功能的镇是

在江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鼎盛时期(公元 13～16世纪)，由于其独特的“小桥流水人家”的规划格局、深厚的

文化底蕴及完好的水乡风貌而成为江南水乡众多城镇的典范和代表。 

  周庄、同里、甪直于 1995年被公布为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旅游便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自与浙江省南

浔、西塘、乌镇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于 2001年被正式列入预备清单以来，更是成为了旅游热点。旅

游的发展促进了古镇的保护和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因而如何正确处理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

的关系，促进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此以周庄、同里、甪直为例，探讨古镇

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相互关系问题。 

    1 古镇概况 

  1.1 周庄 

  周庄位于江苏省苏州昆山市，古镇区面积为 24hm2，总人口约 2.2万居民。古镇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已

有 900多年的历史，占地约 4hm2，有大约 4000居民。古镇内保留有 46%的公元 15～20世纪初的传统建筑，

现有 2 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 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 20个市级文物控制单位。 

  1.2 同里 

  同里位于江苏省苏州吴江市，古镇区面积为 33hm2，总人口约 3.2万居民。历史文化保护区约 1hm2，

被由 49座桥连接的 15条小河划分为七片，有 2000居民。古镇内的建筑物大约有 38%都是建于明清时朝，

现有 5 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 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 26个市级文物控制单位，其中的退思园已经作为苏

州园林的一部分而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 

  1.3 甪直 

  甪直位于江苏省苏州昆山市，古镇的总人口有 4 万人，其中大约有 6800人居住在历史文化保护区中。

甪直古镇面积 3.76km2，保护区约 1km2。甪直已有 2500年的历史，是古代吴国宫殿的遗址。古镇有始于

明清时期和共和国时代的建筑物 8 万 m2，有 1 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 6 个市级文保单位。甪直的 41座



桥都被列为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些桥体现了宋、元、明、清等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和建设技术。古镇内保

圣寺建于梁天监二年(公元 503年)，距今近 1500年，196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古镇旅游现状 

  2.1 周庄 

  江南水乡城镇的建筑布局和风格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和经济作用的完美结合，古镇良好的文

化氛围、富裕安定的生活环境、旖旎的水乡风光，历来就吸引了文人雅士的寓居、游访。自被公布为历史

文化名镇以来，更是促进了现代江南水乡城镇旅游业的迅猛发展。 

  周庄是江南水乡古镇中旅游发展最早也是发展最快的古镇。自 1996年以来，古镇的旅游业就呈迅猛发

展的态势。从调查的数据分析可以得知，到目前为止，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平均每天接待游客 3000～4000人，

周末平均每天 7000～8000人。现在每年的观光游客数已经超过了 1996年的 3 倍。2000年的游客总数约为

150万，其中外国游客就有 22.5万。在国庆节期间，每天的游客量达到了 3 万人次，旅游业的年收入①约

有 4.2亿元。 

  2.2 同里 

  同里古镇在“保护古镇、开发旅游、发展经济”总体思路指导下，制定了“旅游兴镇”的城镇发展战略，

自 1986年开发旅游事业以来，先后修复开放了退思园、崇本堂、嘉萌堂、世德堂、历史文物陈列馆、三桥、

明清商业街、罗星洲等历史景观。2000年，同里每天接待游客约 2250人，周末平均每天 3200～3300人，

全年的游客总数约为 87万(约为周庄的 1/2)，其中外国游客占 8 万人左右。在“五一”和“十一”这两个旅游黄

金周期间，分别有 14万和 13万人来古镇游览。古镇的旅游发展的远景目标是每天至多 1万人。 

  2.3 甪直 

  甪直在这三个水乡古镇中旅游业起步最晚，但是它的旅游业发展的步伐很快，尤其是进入 2001年以来，

正以每年 30%的速度增长。2000年，甪直平均每天接待游客 600～700人次，周末平均每天 800～900人，

全年的游客总量约为 26万，旅游业的年收入约为 2000万元。在“五一”期间，最多的一天游人达到了 4000

人次。甪直的政府部门现在还没有任何对游客数量增长的控制措施，因为与周庄和同里相比较，甪直的游

客量还很少，因此现在他们还是把发展旅游业放在首位。 



  通过对周庄、同里、甪直三古镇近几年的年度游客总量的对比分析(见图 1)可知，周庄和同里的游客总

量明显多于甪直，周庄经过持续几年的 30%年增长率的高速发展，游客总量基本保持为同里的 2 倍，但进

入 2000年，周庄已逐步放慢了脚步；目前同里也开始了它快速发展的阶段，年增长率已超过了 30%，而甪

直还只处于起步阶段。 

  而从图 2 可知，三古镇的年客流量分布趋势大致相同，都是从 1～5 月呈递增趋势，到 5 月份达到第一

个高潮，6～9 月客流回落后基本持平，再到 10月掀起高潮，然后到 12月再呈递减趋势，全年中处于为旅

游旺季的总是 4、5 和 10、11月，其中尤以 5 月和 10月的游客量为最多。“五一”、“十一”是旅游的黄金周，

现就以五一、周末和平时②为考察时间段，对三古镇的游客量进行比较分析。 

  从图 3 可以看出，三古镇平日游客相对较少，周末游客量居中，而在“五一”黄金周期间的游客量比平

日有大幅度的增加，周庄、同里“五一”的游客量是平日的 2～4 倍，甪直约为 4～7 倍。 

    3 旅游开发的问题与对策 

  目前，江南古镇的旅游业正日益快速地发展着，但在这良好发展态势的背后，古镇面临的旅游压力亦

逐渐显露出来，旅游开发为古镇保护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3.1 旅游容量过饱和 

  旅游容量，是指一定时期内不会对旅游目的地的环境、社会、文化、经济以及旅游者旅游感受质量等

方面带来无法接受的不利影响的旅游业规模最高限度，一般量化为旅游地接待的旅游人数最大值。显然，

在这个最高限度的“临界点”以下，增加额外的消费人数不会引发问题产生；当超过“临界点”之后，由于存

在着负的外溢效应，即外部负效益，增加更多的消费者将减少全体消费者的效用。因而当旅游地的游客量

超过旅游容量时，就会出现消费过度集中，造成旅游地的交通拥挤、住宿紧张、吃饭困难、景点爆满、价

格上涨、服务质量下降乃至客人投诉增加等负面效应，这样其实是对文化遗产和环境的最大破坏，同时也

降低了旅游质量。 

  古镇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压力便是游客流量增加迅速，超过了目前古镇旅游容量允许的限度。尤其在旅

游旺季，古镇内经常处于拥挤混乱的场面：幽静的水乡环境氛围被破坏，不仅无法正常游览，甚至对古迹、

建筑等造成了破坏，即所谓“旅游公害问题”。 



对此宏观上可以通过江南古镇整体规划和协调组织，来实现地区旅游的区域平衡；古镇内应提供更多的开

放空间进行传统节目的演出和无形的遗产的展示，使保护区内有“更多的容量”。微观上则可以采取组织好

旅游线路；分散游客服务设施；提高门票价格、限定游船数量或限时段开放等措施。 

  3.2 过度商业化倾向 

  图 1 周庄、同里、甪直近年年度游客总量对比分析 

 

 

  图 2 古镇 2000年每月游客人数统计分析 

 

 

  图 3 古镇 2000年五一、周末、平时游客人数比较 



 

  随着双休日和“黄金周”带来的旅游热，不少地方把开发旅游资源作为经济的增长点，遗产旅游更成为

热中之热。遗产地在今天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自然需要一些适于其环境和文化要求的社会、经济活动，

无疑旅游和商业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如果一味地以经济效益第一，把遗产地视为“摇钱树”，那么本

来有益于遗产保护和发展的旅游和商业等活动就会变利为弊。主要表现在旅游业的发展直接造成了商业网

点的大幅增加，特别是在主要游线上各类商店的开设及现代装修材料的采用，导致了建筑用途的改变和传

统风貌的消退。同时，近年来不断膨胀的旅游业正在排挤着大量的有地方特色的小本生意，致使受保护街

区的风貌日趋千篇一律，旅游设施的充斥、无特色旅游商品的泛滥以及“人人皆商”的浓重的商业气息都在

不知不觉中侵蚀着古镇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氛围。 

  因此，古镇应禁止在保护区内开设新的商店、逐步地把那些向游客出售小装饰品的商店迁移到保护区

的外面；通过发展观光旅游，恢复传统“老字号”，演示传统手工艺；还应重新挖掘构成水乡古镇整体空间

环境的建筑群及人文环境的项目，开发民间游乐项目，展示古镇深厚的文化底蕴。 

  3.3 旅游开发与居民生活 

  旅游业为古镇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原先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把发展旅游当作古镇保护的主要

目的和动力，对于居民的生活质量却没有积极改善，因而现存的建筑老化，基础设施不全，具有水灾隐患，

已不符合现代人的居住要求，许多年轻人也因此不愿住在老镇区而纷纷迁往新区或大中城市。同时，居民

自发的建筑整修开始使用新的建筑材料与工艺，影响了原来传统风貌的延续。 

  鉴于此，2000年，周庄镇投资 3600万元进行了污水处理和河水净化工程，建立了完善的古镇消防体

系，消除水灾隐患，完善市政配套设施，并且将架空线路地埋，使居民的生活条件真正得到改善，同时也

保证了历史环境的协调。同里和甪直也正在着手此事。而对于居民建筑的整修，建议成立专门的修缮队，

采用原结构、原材料和原工艺，以保证恢复其原有风貌。 

  3.4 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 



  旅游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活动，遗产地则是历史文化的遗存，旅游和遗产地这种文化上的天然联系，

决定了两者必须有效地结合。发展旅游是弘扬遗产地价值并为保护遗产地提供经济支撑的重要途径，而利

用遗产地则是发展旅游的一个重要资源渠道，两者不应该对立，而应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对于江南古

镇，可以成立古镇旅游区联盟，对几个古镇的旅游线路、交通和旅游产品进行统一规划和协调，方便游客

在古镇之间的选择游览和游线组织，避免游客在某一古镇的过度聚集。 

  遗产地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如果只追求效益而将保护置之不理，一旦遗产地旅游资源遭到破

坏，就会直接威胁到旅游业的发展。因此，只有从长远利益出发，把对遗产地的有效保护放在第一位，进

行科学合理的开发，旅游业才有可能持续发展。同时，对遗产地的旅游资源进行评估，确定合理的旅游容

量，寻找历史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平衡，仍是现今的当务之急。 

  (本论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资助课题“江南古镇旅游与房地产开发研究”，课题主要参加人员

为：周俭、张松、陈婷、熊侠仙、朱彦旎等。另周庄、同里、甪直三镇镇领导和有关部门对本次调研给予

了大力支持，谨致谢意！) 

注释 

  ① 旅游业的总收入包括门票收入、导游费和第三产业的收入。 

  ② “五一”为 2000年 5月 1 日～7 日，周末选取 11月 4日～25日间的 7 个休息日，平时选取 11月 6

日～14日间的 7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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