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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所谓资源型城市，是指以当地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开采和加工业(统称资源性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城

市。由于不可再生资源主要指矿产资源，所以也称“矿产城市”。我国现有资源型城市 150多个，约占全国

城市总数的四分之一，以煤铁资源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山西省临汾市就是其中之一。目前，我国资源型城市

的产业结构单一，就业矛盾突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接替问题难以解决，经济衰退或增长相

对停滞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的城市已面临矿竭城衰的严重局面。因此，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问题已

成为当地可持续发展道路中不可避免的战略议题。 

    以煤铁资源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山西省临汾市同样也面临矿产资源锐减、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型工业所占

比重过大等问题，在现有资源被大规模开采，开采量逐年递增的情况下，一旦资源枯竭，经济就会面临衰

退停滞，不可避免地走上东北工业基地的老路——出现严重的“经济萧条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泡

影。因此，积极探索和实施科学的产业转型战略，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当前临汾市面临的紧迫任务。 

    根据国内外经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所采取的策略是发展接续产业，使单一的产业结构趋向综合性。

接续产业的选取因资源基础不同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立足于同类资源发展接续产业，临汾可以大力发

展电力、酿酒、建材、化工、机械等产业，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批零商业，使临汾形成能源型、综合型和

现代化工业体系；二是依靠替代性资源发展替代产业，临汾旅游资源丰富，可以大力开发旅游资源，整治

生态环境，以旅游业替代煤铁产业。本文就临汾实施旅游替代的产业转型战略进行探讨。 

    二、旅游业是临汾市产业转型的理想选择 

    1.旅游业的三大效益是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现代旅游业作为一个综合性产业，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日益突出，发展旅游业将对资源型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一，从经济角度看，由于旅游服务包括为旅游者提供食、宿、行、游、购、娱等一体化的服务，旅游



业必然要联系到餐饮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商业、工艺美术等多个行业，并需要这些行业的

相互配合，通过这些产业的关联配合，带动和促进区域多种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

有资料显示，旅游业的经济乘数效应远高于其他行业，旅游业每直接收入 1元，相关行业的收入就增加 4.

3元，所以，旅游业又称为“引爆产业”。就业是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难题，而旅游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并且能增加相关产业的就业，据世界旅游组织测算，旅游业每直接就业 1人，就能给社会(民航、铁路、城

建、轻工、商业)提供 5人的就业机会。可见，开发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能够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

发展提供巨大的经济动力。 

    第二，从社会角度看，资源型城市多是矿产工业城市，社会环境较差，为了吸引游客和投资，管理者必

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集中治理脏乱差地带，不断改善城市对外形象。同时，旅游业可以扩大区域与外界

的文化交流，保护当地文化，提高城市居民的整体素质，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第三，从生态角度看，旅游业对自然环境的要求较高，而资源型城市都存在环境问题。为了吸引游客，

管理者必须加大力度，持续治理“三废”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同时，在开发旅游资源过程中注意保护生态

环境，不仅为游客提供一个适宜的生态环境，也为当地居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2.旅游资源的初步开发为进一步发展旅游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临汾位于山西省西南部，黄河中游，汾水之滨，全市辖 1区 2市 14个县。总面积 20280平方公里，200

5年人口达 412.05万。临汾被称为“华夏第一尧都”，自然条件复杂多样，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拥有丰富多

彩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辖区境内多山，有雄伟高峻的山峰，清澈奔涌的泉水，稀有珍贵的动

植物。仙洞沟以其雄伟险秀、寂静隐蔽而著称，壶口瀑布是世界第一大“黄瀑”，是“黄河魂”的集中体现，

被评为国家级旅游风景名胜。临汾古遗址、古建筑、雕塑、民居多，观赏价值较高。尧庙、广胜寺、侯马

晋国遗址、丁村遗址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享誉华夏。千佛庵、东岳庙、尧庙、洪洞古大槐树、丁村明

清民居、明代监狱(苏三监狱)等十余处景点建筑精美，风格独特。新增主题设施华门成为临汾新的标志性

建筑。 

    临汾旅游业的开发始于 20世纪 90年代后半期，经过几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2005年，全市共接待海

内外游客 619.1万人次，创收 23.95亿元人民币。其中，来临旅游、访问、从事商务及各项活动的外国人、

华侨和港澳台同胞 28367人次，增长 50.8%；旅游外汇收入 604.6万美元，增长 59.8%。2005年，全市有



旅行社 32家。 

    尽管临汾旅游资源丰富，但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旅游景区普遍建设水平较低，精品极少，

旅游特色不明显，知名度低，景区间无序竞争、品牌塑造不成功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临汾旅游业的发展。20

05年旅游总收入只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 4.57%，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较小。产业转型意味着临汾必须大

力发展旅游业，使旅游业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乃至今后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因此，临汾

必须整合旅游资源，调整旅游战略，重塑旅游形象，打造旅游品牌。 

    三、临汾市旅游资源开发的基本对策 

    1.临汾城市旅游形象定位 

    旅游形象是区域内各种旅游资源、设施、服务、管理、环境以及区域内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给予旅游

者的综合印象。旅游地形象的好坏将影响其对游客的吸引力和旅游地口碑效应的强弱，从而决定着旅游市

场的发展走向。因此，塑造良好的城市旅游形象是城市发展旅游业的关键环节之一。长期以来，临汾以煤

焦、钢铁为主导产业，工业城市的形象比较突出，再加上近年来城市污染严重，大气污染连续两年位列全

国第一，在全国负面知名度较大，在旅游者心中的形象较差，因此，临汾必须重塑城市形象，采取果断措

施，整治社会生态环境，大力建设旅游景区，以崭新的面貌吸引八方来客。 

    临汾的形象要素构成主要包括尧文化遗迹系列、根祖文化系列、山区森林生态系列、黄河壶口瀑布、中

国煤炭能源基地、汾河之滨、花果之城。根据这些形象要素，临汾的整体旅游形象应定位为：“壶口雄风兴

尧都，花果林立新煤都”。其寓意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壶口雄风”代表其最大的资源特色——气势雄浑的

壶口瀑布，同时说明了临汾的地理位置——壶口之畔；“尧都”表明了其为尧帝古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

深厚；“花果林立”则延续了临汾花果城的美名；“新煤都”说明了作为中国能源工业基地的临汾，经过产业

转型，重塑城市形象，变成了中国花园能源城；另外，这一定位也使临汾借助壶口在全国的知名度，打响

自己的城市品牌，改变以往游客只知壶口不知临汾的尴尬局面。  

    在旅游形象推广中，应该根据不同的景区，不同市场，不同阶段，推出不同的口号，以完善强化旅游形

象，如黄河魂?中国根，华夏第一尧都，黄河之滨历史文化名城，森林生态旅游基地——临汾霍州，寻根祭

祖——洪洞古城游；游尧帝之都，感受尧文化之精华；览矿城新貌，品千年古韵等。这些口号鲜明地凸显

了临汾的旅游形象，丰富了旅游内涵，增加了旅游特色，增强了游客的感性认知，有利于促进旅游业的可



持续发展。 

    2.临汾旅游资源开发的基本思路 

    根据临汾市旅游资源状况和旅游市场的潜在需求，临汾市旅游资源开发战略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向。 

    (1)探索发展工业旅游 

    工业旅游是指以生产场景、生产设施、厂区环境和企业文化为资源的旅游项目，具有独特的魅力。临汾

有煤焦、钢铁、化工等行业，具有丰富的工业旅游资源，可以建成颇具特色的旅游项目。 

    首先，临汾有众多矿山遗迹，可以将较完好的矿山基础设施改造成全国性的煤炭博物馆。可分别开辟“煤

炭生活馆”——反映当年矿山生活情景；“煤炭开采馆”——展示矿山运行系统的模型，再现矿山采运工作过

程；“煤炭知识馆”——展示有关煤层地质构造、地下水和瓦斯的形成和演化等矿井地质知识的模型，介绍

地质灾害的发生过程和危害性；“煤炭历史馆”——展示矿山开发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文物，宣传矿山的

发展历史。 

    其次，开展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主题的临钢工业之旅。包括游客乘坐采矿车深入铁矿采场，亲自动

手采掘铁矿；到临钢参观现代化的钢铁工艺设施，在钢铁高炉房前感受铁水奔流的火热气势；参观钢铁生

产展览馆，了解铁矿的形成—开采—选矿—炼铁—炼钢—轧钢—机械加工全过程的生产知识和我国钢铁工

业的发展历程。 

    (2)大力发展旅游替代 

    发展旅游替代是指利用临汾丰富的人文自然旅游资源，重新整合，深度开发，塑造品牌，开展观光旅游、

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等，以旅游业逐步替代资源型产业。 

    根据临汾市资源分布和市场需求状况，临汾总体旅游格局可以规划为“一心三线四大品牌”。 

    “一心”指尧都文化旅游中心区，该区以临汾尧都城区为依托，以尧帝古都文化为特色，以尧庙、尧陵、

华门、鼓楼、铁佛寺、平阳文化广场、汾河等景点为资源要素，构建“华夏第一尧都”的城市旅游主题；同

时，以市内的旅游交通、宾馆饭店、旅行社等旅游基础设施为支撑，打造临汾的旅游接待中心。 



    “三线”指北线——“人文景观旅游线”，以根祖文化、宗教文化为特色，以洪洞县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广

胜寺、苏三监狱、霍州市陶唐峪和古州署大堂、汾西县师家沟清代民居等为资源依托，开展寻根祭祖文化

游，宗教朝觐游，古建考察游等，构建人文临汾的城市旅游主题。南线——“历史遗迹旅游线”，以临汾深

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及明清古建为特色，以襄汾县丁村遗址、丁村民居、丁村民俗博物馆，曲沃县天马遗址、

大悲院、侯马市晋国遗址等为资源依托，开发“原始人探秘游”、“明清古建精品游”、“春秋故都寻踪游”等

旅游产品，构建历史临汾的主题。西线——“山水生态旅游线”，以山水瀑布、原始森林为特色，以临汾姑

射山、仙洞沟、襄汾县龙澍谷、洪洞县历山、蒲县五鹿山、东岳庙、隰县小西天、大宁县二郎山、吉县壶

口瀑布等为资源依托，开发“黄河魂?华夏情之旅”、“登山健身游”、“森林休闲游”、“山谷避暑游”、“山地趣

味野营”等时尚旅游产品，构建生态临汾的主题。 

    以“四大品牌”积极打造临汾的四大精品旅游项目：尧庙华门文化旅游区、黄河壶口瀑布国家风景区、洪

洞根祖文化旅游区、临汾工业旅游区。 

    (3)联姻其他替代产业 

    旅游业与其他替代产业的联姻是指利用资源型城市新兴的现代农业、渔业、畜牧业、医药业等，开发都

市农业观光旅游、乡村旅游、特种休闲旅游。首先，临汾农业发达，农产品丰富，可以在城郊区位较好处，

选取优良土地，建设现代农业园区，内设百菜园、百果园、百花园等主题园区，游客可以休闲游玩，认领

果树，亲手采摘新鲜果蔬；同时建设休闲农庄和土特餐馆等，开发包括有机蔬菜瓜果禽蛋等的旅游土特食

品。其次，临汾还有一批养殖企业，如晋獭兔业公司，可以开发旅游产品：小兔认领喂养，品尝兔肉美味

等；养鱼业可以开发游客垂钓项目，荡舟水上，垂钓游乐，活鱼现烹，其乐无穷。 

    (4)开展会展节庆旅游 

    会展节庆旅游是指以举办各种会议展览和文化节事活动为契机，带动客商和各地游客在举办地进行参观

游览活动，以此促进旅游业发展。临汾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以自然景观壶口瀑布为依托的旅游节

事活动，综合展示临汾旅游资源、风土人情、社会风貌等。这类活动可以举办很多，如大型文艺演出、壶

口摄影比赛、诗歌会、壶口漂流等。二是以文化交流为主题的节事活动，依托临汾当地文脉或具有典型性、

特质性的地域文化类型而开展的节事活动，如举办侯马春秋古都文化节、寻根祭祖节、中华鼓舞鼓乐节等。

三是以特色物产展销为主题的节事活动，辅以其他相关的参观、表演活动等，如举办临汾美食节，临汾工

艺品展销会等。四是各种大型公务商务会议，依托临汾是晋南商业中心和交通区位优势，积极承办各种会



议。 

    (5)开发特色旅游商品 

    特色旅游商品是指临汾特有的旅游纪念品、旅游工艺品、土特旅游食品及中药保健品等，深入开发旅游 

特色商品对于促进临汾经济发展，带动就业，提升旅游品位具有重要作用。  

    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材料广泛，包括煤精石、金属、石材、木材、水品、陶瓷等，主题可围绕临汾的品牌

景点、标志性建筑，如华门、鼓楼、丁村民居等主题，设计日用纪念品、日常生活用品、饰品，如服装、

背包、纪念章、明信片、台历等。旅游工艺品主要开发乡宁紫砂陶器、广胜寺镇假山石、侯马蝴蝶杯、临

汾面塑等极具乡土特色的工艺美术品及浮山剪纸、砚石等文化艺术品。临汾的土特旅游食品包括吴家熏肉、

历山猴头、历山木耳、洪洞甲鱼、高显镇豆沙糕、安泽县佛手等，这些地方风味产品经过精美包装，必然

引起游客极大的兴趣。中药保健品主要利用古县曲沃的中药材、隰县人参、鹿茸等开发药香荷包、药膳、

药枕、药帽、药袋等大众保健品。 

    四、结语 

    矿产资源的有限性使得以临汾为代表的资源型城市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产业转型的压力，旅游业

作为 21世纪的朝阳产业和无烟工业，满足了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中促进经济持续发展，转移就业，改善生

态环境的战略要求，因此，成为资源型城市实施积极的产业转型战略的理想选择。临汾依托丰富的旅游资

源，通过重塑旅游形象，实施开发旅游资源的五大战略，必将使其旅游业焕发勃勃生机，生态环境焕然一

新，经济发展获得新的动力，使城市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可以期待，未来的临汾不再是中国空气最差的

城市，而将成为真正的花果城和中国新兴的热点旅游目的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