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旅游业已经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随着旅游业的

快速发展和不断深化，开发人迹少至的边界区域或者特色旅游资源成为旅游产

业瞄准的方向。跨界区域由于存在丰富地质旅游资源，一定程度上满足现代旅

游人探奇求异与自主性和个性化旅游的需求。但如何开发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

源，减少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保持跨界区域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是跨界区域发展旅游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提出整合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表现和主

要途径，在整合过程中要以产业化的视角，根据地质遗迹形成的规律和地质旅

游资源存在的现状，按照整体化、市场化、竞争性和可持续化的原则进行整合，

充分发挥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优势，根据资源产业发展的要求构建跨界区域

旅游资源产业整合机制、合理进行旅游产业布局，延伸旅游产业链，优化跨界

区域旅游产业结构，建立以跨界旅游吸引物、跨界旅游品牌、跨界旅游产品以

及跨界旅游企业为标志的跨界区域旅游核心竞争力，保持跨界区域旅游业的持

续发展。本文是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到时代背景以及该领域

的研究进展，结合我国旅游需求和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地质旅游学、产业

经济学、旅游经济学、资源经济为指导系统分析大别山跨界区域地质旅游发展

的特点、整合的途径和方法。 

全文围绕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合分为 8章进行论述。第 1章主要阐述了

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在对相关研究加以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论文的研究思

路、基本框架、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第 2 章对研究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进行梳理和构建，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核心边缘理论、跨界治理理论、

共生理论和博弈论等。第 3 章对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的机制进行了分

析，产业化整合不仅有外生机制，更主要的是具有内生机制，各种机制相互作

用，促进资源产业化整合的不断深化。第 4 章主要从产业布局的角度论述了跨

界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的措施和相关要求，指出跨界区域必须细分旅游市场，依

托重要城市作为客源地进行旅游业布局。第 5 章从产业链角度分析跨界区域旅

游资源产业如何延伸产业链，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区域旅游核心竞争力，打造

跨界区域旅游吸引物。第 6 章分析大别山地质地貌形成过程和构成特点，是地

质旅游资源形成前提。第 7 章分析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构成及开发现状，是资

源整合出发点。第 8 章从规划整合、融资整合、品牌整合、景点整合、线路整

合和交通整合等方面系统分析和构建大别山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合措施。 

关键词：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空间结构优化，大别山，产业化整合   



 

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economy,the tourism industry has been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and rol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deepening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exploiting unfrequented border region has become the derection that 

tourism industry aims at.Because tourism resources advantages exists, Cross-border 

Regions have met the demand that modern tourists seek thrill and difference, 

individualized tourism to some extent.However,how to exploit tourism resources of 

Cross-border Regions ,how to reduce negative effects during the 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Regions, how to main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Regions’ tourism industry,are important questions that Cross-border 

Regions’ tourism industry need resolve. 

In this paper ,integrating Cross-border Regions’ Geo-tourism resources is 

important performance and main way of tourism further development.During the 

exploitation we shall carry out industrial integration,in the industrialized 

perspective,in the light of the forming rules and condiction of geoheritage and 

according to integration,market-oriented,competitive and Sustainable Principles; 

make full use of resources advantage;in line with requirements for resource 

industry development ,we shall build Cross-border Regions’ tourism resources 

industrial integration mechanism,make a reasonable arrangement for tourism 

industry;extend in tourism industry chain;optimize industry structure;establish 

cross-border Regions’ tourism core competency marked with cross-border tourism 

attraction, tourism band, tourism product and tourism big business;keep 

Cross-border Regions’ tourism develop steadily.This paper ,on basis of relating 

research from china and abroad, gives consideration to every aspect of  the 

background of times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in this field,integrate them with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China’s tourism demand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guided by 

macro economics,industry economics,tourism economics and recource economics 

formulates characteristics of Cross-border Regions’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way to resources integration. 

The full text falls into 8 chapters revolving around Cross-border Regions’ 

tourism resources industrial integration .Chapter 1 elaborates the evidence of 

titles selected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tudy,raises research thoughts,basic 

framework,research center ,research methods of papers and so on.Chapter 2 tidies 



 

up and build concept relating to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primarily 

including systematology, collaborative study theory, symbiotic theory,game theory 

and so on.Chapter 3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Cross-border Regions’  tourism 

resources industrial integration.Besides external mechanism,industrial 

integration has internal mechanism primarily.Various mechanisms interact to 

promote resources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epened.Chapter 4 elaborats measures and 

related demand of Cross-border Regions’ tourism resources integration mainly from 

the angle of industry structure,points out that Cross-border Regions must  

subdivide market and lay out tourism industry relying on important cities as 

tourists source. Chapter 5 analyzes Cross-border Regions tourism resource industry 

from the angle of industry chain,how to stretch industry chain,optimize industry 

structure,build region tourism core competency,create Cross-border Region s 

tourism attraction.Chapter 6 analyzes characters and the forming process of 

geoheritages at Da-bieshan Mountains.Chapter 7 analyzes the componts of 

geo-tourism resource of Dabie Shan. Chapter 8 analyzes the measures how to integrate 

the geoheritage of tourism at Da-bieshan mountains from aspects such as planings, 

captal, markets, resource, products, ect. 

 

Key words: Cross-border regions；Geo-tourism resource；Optimize 

spatial structure；Da-bieshan mountains；Industr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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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的提出 

1.1.1 研究背景 

地质旅游资源形成的基础是地质遗迹，一般而言，地质遗迹是指地质历史时期保存

下来，可用于追索地球演化历史的重要地质现象，这些地质作用是不可再生的，它是人

类了解地球46亿年历史的重要依据，是地球母亲赐予人类的宝贵遗产，称为地质遗产。

继承和珍惜这笔遗产是地球村民的共同责任。地质遗迹资源是指能够被人们利用其物理

性质、化学性质、美学性质而直接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或科研过程的有经济价值或潜在

经济价值的地质体
[1]
。 

地质旅游是旅游的一种，开发地质旅游资源是地质走向旅游、走向市场的一个重要

举措。随着科学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单纯的观光旅游已不能满足现代人更高层次的追

求，人们更喜欢用现代地学理论来解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地质科普旅游融科普教育与

休闲于一体，不仅迎合了人们追求科学的文明理念，也提高了旅游业的品位
[2]
。地质旅

游在我国乃至世界都处在强劲发展阶段，地质旅游资源开发是完成地质旅游走向市场的

主要手段，通过开发各类地质旅游产品达到加大政府的重视和景区的建设力度、提高旅

游层次的目的[3]。由于它适应了市场发展的需求，近年来地质旅游资源开发一直受到相

关部门和旅游企业的重视。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旅游业已经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950 年开始，世界

旅游业便以每年 7%的速度增长，由 1950 年接待 2350 万人次增长到 2005 年的 8.08 亿人

次，国家旅游收入也从 21 亿美元增加到 7919 亿美元，增长了 225.6 倍。1992 年，世界

国际国内旅游收入超过了石油、汽车工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大产业
[4]
。2007 年，世界

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指出：过去半个世纪，世界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以年均 7.5%

和 12%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了其它产业的发展速度
[5]
。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WTO)的预测，到 2020 年国际旅游人数将达到 16 亿人次，国际

旅游业的总消费将达到 2 万亿美元，国际旅游人数将以年均 4.3%、收入 6.7%的速度增

长，远远超过同期世界财富每年增 3%的 大可能速度，旅游业将成为世界 大产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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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全球服务业中增长 快的行业。1986 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正式将旅

游业列为仅次于石油和汽车的世界第三大出口创汇行业。据国内外专家预测，随着交通

工具的更新，个人可自由支配收人的增加、带薪假期的延长和国际关系的缓和，世界旅

游业将继续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预计未来 10 年旅游行业规模还要翻一番，旅游业的

重要作用和优势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把旅游业摆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分突出的位置
[6]
。 

2002 年，全球旅游业直接收入达到 12115 亿美元，占同年全球 GDP 的 3.7%，总收

入 35414 亿美元，占同年全球 GDP 的 10.0%；旅游业出口创汇 9490 亿美元，占总出口

收入的 11.9%；旅游经济就业为 19866.8 万个岗位，占就业总数的 7.8%，即每 12.8 个

就业岗位中就有一个是由旅游经济带来的。旅游业的发展规模已经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

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7]
。 

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的国际旅游业接待业接待人次与旅游收入的变

化，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的特征，国际旅游收入每年增长的变化是很大的，这表明旅游业

受国际政治、经济、军事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非常大。例如，2001 年国际旅游业的负

增长主要是受到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影响而导致国际旅游收入下滑。同时，通过数据分

析可以看出，国际旅游接待量的增长小于旅游收入的增长量，国际旅游的人均花费增加，

1990 年国际旅游人均花费为 584.7 美元，到 2000 年增长到 793.2 美元，增长了近 36%，

这表明旅游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旅游业的经济效益稳步提高，旅游业的抗风险能力

进一步增强，国际旅游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国际旅游业的繁荣，我国旅游业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占有重

要地位的经济产业。我国旅游业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但真正发展是在 1978 年改革

开放之后，从 1978 到 2005 年，我国入境接待人数年均增长 14%，到 2001 年，我国过

夜国际旅游者的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双双跃至世界第五，成为世界旅游大国，在国际旅

游市场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根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 2020 年，我国将跃升为全球首

位旅游目的地，入境游客人数将增加到 1.3 亿，出境游客人数将达到 1亿，成为世界第

四大游客来源地，仅次于德国、日本和美国（见表 1.1）。 

据国家旅游局统计，2007 年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出境旅游三大市场均创历史新

高。我国已拥有全球规模 具活力、潜力广阔的国内旅游市场。全年国内旅游者达 16.1

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达 7771 亿元；入境旅游方面，全年入境旅游人数 1.32 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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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世界排名情况 

年份 
过夜旅游者人数 

/百万人次 
世界排名 

旅游（外汇）

收入/亿美元 
世界排名 

1990 1048.40 11 22 25 

1991 1246.40      12 28.45 21 

1992 1651.20 9 39.47 17 

1993 1898.20 7 46.83 15 

1994 2107.00 6 73.23 10 

1995 2003.40 8 87.33 10 

1996 2276.50 6 102.00 9 

1997 2377.00 6 120.74 8 

1998 2507.29 6 126.02 7 

1999 2704.66 5 140.99 7 

2000 3122.88 5 162.24 7 

2001 3316.67 5 177.92 7 

2002 3680.26 5 203.85 5 

2003 3297.05 5 174.06 7 

2004 4176.14 4 257.39 6 

2005 4680.90 4 292.96 4 

2006 4992.70 4 340.00 4 

2007 5472 4 419 4 

资料来源：http://www.cnta.com,2007 

 

其中过夜旅游者达5472万人次，世界排名从1978年的第41位提升到2007年的第4位；

旅游外汇收入达 419 亿美元，居世界第 4位。出境旅游方面，全年出境总人数达 4095

万人次，较上年增长 18.6%
[7]
。《2007 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显示，2007 年旅游业总

收入 10957 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 22.6%。中国入境旅游市场继续稳步发展，主要统

计指标同比均有所增长，其中，入境旅游人数比上年增长 5.5%。入境过夜旅游人数比

上年增长 9.6%。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比上年增长 23.5%。在国内旅游方面，出游人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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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收入均维持两位数的增长。全国国内旅游人数达 16.10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15.5%。

全国国内旅游收入比上年增长 24.7%。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均花费 482.65 元，比上年

增长 8.0%。在春节、“五一”、“十一”三个黄金周中，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4.17 亿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816 亿元。2007 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接待的入境旅游

者总计为 7311.38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9.1%。到 2007 年末，全国纳入统计范围的旅

行社共有 18943 家，比上年末增加 986 家
[8]
。

 

旅游业的发展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收入水平。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

就是把旅游业作为创汇的主要窗口，从 1978 年至 2006 年，我国全国旅游外汇收入从

2.63 亿美元增加到 419 亿美元，增长了 159 倍。随着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提高，再加上中央和地方对有关社会保障、公共事业投入力度的加大，使消

费者的信心指数不断提升，国内旅游者有向西部转移的趋势。主要原因有：一方面，“探

新求异”成为一个主导趋势，旅游者逐渐厌倦了东部已经开发得很成熟的旅游地，喜欢

去新的旅游目的地；另一方面，东部很多旅游目的地已经人满为患，旅游质量逐渐下降，

开始进入“停滞阶段”。于是一些旅游者开始逐步分流，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价值高、开

发晚、受人类干扰少，正好迎合了国内旅游者的需求，西部旅游(包括青藏高原旅游、

宁甘陕旅游、新疆旅游)也将成为新的热点
[9]
。同时，在跨界区域，由于地处行政区划

边缘地带，经济发展的中心难以重点辐射，旅游资源和保存相对完整，因而也迎合了旅

游者的青睐，近年来成为旅游业发展的热点地区。由此可见，旅游业在国际经济发展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旅游业在国内国民经济发展中也具有重要作用，有些地区的旅游业成为当地经济发

展的主导产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旅游业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

一些区域经济规划中都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或者主导产业，发展旅游成为

该省重要经济支撑。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不断深化，旅游业已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

市场，国际和国内都面临着旅游业的升级和转型，优化旅游业的产业结构并进行产业升

级，旅游业开始向纵深方向发展，这种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创新旅游形式，更多的体现了

旅游者的个性和参与性的特点，满足旅游者的求新与求异的心理需求。其中不断开发新

的旅游资源，挖掘资源潜力，开发人迹罕至的边境区域或者边界区域成为一些旅游企业

瞄向的方向。 

跨界区域由于存在一定的优势旅游资源，又处于相对偏远的深山老区和旷野地带，

一定程度上满足现代旅游人士探奇求异与自主性和个性化旅游的需求，因此，开展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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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旅游，开发跨界区域旅游资源是一些旅游企业经营的重要方面。近几年的统计数字

显示,旅游者的兴趣也从人文游转向自然游。人文景观风景区收入增幅低于自然人文复

合景观风景区的收入增幅。反映了旅游市场的变化———对新型旅游资源的渴求。地质

旅游正是迎合了人们回归自然、健康生活的时尚心理,也预示着地质旅游有着广阔的市

场前景
[10]
。地质旅游正在并且将会成为旅游的潮流，这就需要设计出精品地质旅游线路，

以满足大众不段提高的旅游需求，同时，对于一些地处于县级、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新

的地质旅游资源来说，其开发更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依据吴必虎的中国城市居民旅游

目的地选择的空间分布规律：中国城市居民旅游和休闲出游市场随距离增加而衰减，80%

的出游市场集中在距离城市 500km 以内的范围，由旅游中心城市出发的非本市居民的目

的地选择的范围，主要集中在距城市 250km 半径范围之内
[11]
。地质旅游景点的可进入性，

尤其是到中心城市的距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客源市场和开发潜力。因此，改善偏远

地区地质旅游景点进入条件已成为地质旅游资源开发中的重要问题。 

1.1.2 本文研究问题的提出 

我国内陆的行政边界长，30 个省际边界长 52000 公里，包括了全国 39％的县区。

跨区为数众多的行政边界地区有着良好的地质旅游资源或景区，其中 30％以上的自然

保护区分布在行政边界区。极具代表性的有重庆与鄂西交界处的大三峡旅游区、滇川交

界处的泸沽湖旅游区、鄂豫皖交界处的大别山、滇川藏交界处的香格里拉旅游区、闽粤

赣三省交界区域的客家文化旅游区、湘桂交界处的食山一八角寨丹霞地貌风景名胜区、

湘鄂渝黔交界的大武陵源旅游区，等等。这些边界地区由于较少受到人类活动的强烈干

扰而得以保留了丰富的自然景观、地质景观、生态环境以及浓郁的民族风情，因而成为

旅游资源富集、资源特色鲜明、旅游发展潜力大的“资源前沿区域”
 [12]

。还有另外一

种跨界旅游资源，本来位于某一行政区域范围之中，但却被该行政区的下级行政单元所

分割，如大湘西旅游区、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等。这些由跨界旅游景区所构成的旅游目的

地由于地处两个或多个行政区的边界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浓郁的民俗风情，使之

成为资源特色鲜明、旅游发展潜力比较厚实的旅游区域，大多数地方己经发育成为中国

重要的旅游目的地[13]。 

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成为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不仅得到边界区

域各行政区单位的高度重视，而且也成为边界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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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以及开发观念滞后等方面的影

响，在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开发中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争夺优势资源的现象经常发生。对于一般区域经济发展布局规律来说，边界

地区往往成为受到冷落的地域，甚至某些边界地区处于各自行政区经济发展圈以外的真

空地带。但从旅游角度考虑，边界地区由于较少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而得以保留了优美

的自然风景和良好的植被覆盖率、天然的生态环境和浓郁的民族风情,一旦这些环境资

源要素被视作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利用,即可形成与都市旅游相提并论的生态旅游目的

地。由于边界地区在旅游开发方面的优势已被人们所认识,原先不受重视的边界地带的

共有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竞争和“争夺”。八角寨丹霞地貌风景区，成为广西资源县和湖

南新宁县的关注焦点；大别山主峰天堂寨成为安徽金寨县与湖北英山县、罗田县的“争

夺”对象,皆为例证
[14]
。

 

其次，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的分散性比较严重。旅游资源在空间赋存上具有客观

的整体性,在开发上具有主观的选择性,现实中这种“整体性”往往被“选择性”打破,

行政区划及其利益诉求的差异,使边界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陷于困窘境地。一方面,边界

地区各自为政，旅游项目重复建设、景点克隆、宣传各唱各的调，甚至相互诋毁；另一

方面，尽管边界地区意识到需要加强合作，但茫然于可操作的路径。因此,如何开发边

界地区的“共生”旅游资源,是理论与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
[15]

。例如，湖北省大洪山风

景区的开发就存在这种情况。大洪山风景名胜区地处湖北省经济 活跃的武汉—襄樊—

宜昌大三角的中心地带，横跨随州市、钟祥市、京山县(二市一县)3 个不同级别的行政

区,分成 3个旅游亚区。区域位置好,可进入性高,至 2005 年全区将建成以皂(市)当(阳)

线、(武)汉(昌)宜线、京(山)安(陆)线、随(州)应(城)线为骨架的“一纵三横”的公路

网络格局，一定程度上成为湖北省旅游网络中的重要中间驿站。大洪山风景名胜区自然

和人文景观赋存齐全,旅游发展潜力巨大，但由于分属不同行政区域，长期的行政壁垒

阻碍近域旅游区间的横向联系,盲目竞争,造成旅游产品开发雷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

当前旅游区投资又多为企业行为，政府缺乏宏观调控，各景区自成一体，旅游业分散经

营严重，导致市场开发混乱,难以形成统一的旅游市场，区域整体的旅游竞争力降低
[16]

。 

再次，区域内旅游发展不平衡。旅游业发展不平衡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从全国看，

我国旅游业的区域结构的特点是“东重西轻”。从表 1.2 我国 2007 年旅游相关数据来看，

位于旅游外汇收入前十位的省市中，粤、沪、闽、苏、浙等都位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这种失衡的状态所造成的东部地区的旅游业负荷长期过重而中西部地区的丰富旅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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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被闲置的现象，非常不利于中国旅游业竞争力的提升
[4]
。从跨界区域旅游内部看，也

存在旅游业发展不平的现象，在统一的自然区域内，有些地方发展较快，有些地方发展

较慢，这种不平衡发展经常导致恶性竞争和资源利用中“公地悲哀”现象的发生，从长

远趋势看，阻碍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有序性，不利于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发展，

终将导致区域内人们生活水平发展的不平衡。 

 

表 1.2 2007 年中国各省份旅游外汇收入及排名情况 

地区 外汇收入（万美元） 同比增长(%) 名次排列 

北京 457962 13.74 3 

天津 77871 24.41 10 

河北 30911 27.12 21 

山西 22171 35.01 23 

内蒙古 54485 34.93 15 

辽宁 122786 31.42 8 

吉林 17931 30.61 25 

黑龙江 64270 30.54 11 

上海 467297 19.70 2 

江苏 346900 24.49 4 

浙江 270790 26.97 5 

安徽 34400 51.72 19 

福建 216936 47.47 6 

江西 19554 40.06 24 

山东 135185 33.31 7 

河南 31801 16.16 20 

湖北 41264 28.95 17 

湖南 64218 27.58 12 

广东 870552 15.57 1 

广西 57708 36.39 14 

海南 30160 31.63 22 

重庆 38231 23.84 18 

四川 51243 29.65 16 

贵州 12918 12.17 28 

云南 85958 30.55 9 

西藏 13529 122.01 27 

陕西 61211 19.82 13 

甘肃 7021 11.58 29 

青海 1590 20.01 30 

宁夏 261 7.46 31 

新疆 16190 26.48 26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房产投资网 发布时间:200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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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旅游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 终体现在

旅游产业的结构和产品的结构上，由于旅游资源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不同行政区域在

资源的开发理念和具体措施上也有所不同，因而整个旅游区域的旅游产业结构和产品结

构表现不够合理，表现在：住宿、饭店总量失衡，无法适应区域旅游市场上的需求结构；

交通发展中也存在瓶颈，公路、铁路、水运等运载能力还有待提高。同时，旅游产品结

构过于单一，局限于观光型。跨界区域的专项参与式旅游产品和度假型旅游产品很少
[4]
。 

第五，资源整合力度不够，生态效益没有兼顾。由于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分属于不同

的行政区域内，跟行政区只能根据本区域内的资源进行规划、开发和经营管理，缺乏区

域规划开发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忽视了区域资源的承载力和环境容量的限度，对旅游区

域环境的保护没有整体性的部署和具体沟通的机制，保护措施难以到位，各行政区划一

定程度上只重视经济效益而无视生态效益，结果整个跨界区域的环境问题将更加突出，

生态遭到破坏，损害了旅游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在太湖旅游区，由于太湖地跨无

锡、苏州和湖州等行政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处于缺乏整体规划的状态，严重损害了区域

整体生态环境。在环太湖的资源开发上，无锡称“太湖绝佳处，毕竟在鼋头”；苏州认

为“太湖风光美，一半在姑苏”；湖州则宣扬自己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湖而得名的城

市”。这使得各地优势不能互补和互为利用，也使得原有的旅游文化资源支离破碎，残

缺不全，资源整合力度不够，破坏了旅游区域资源开发的整体性和生态性
[17]
。 

近几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旅游者的兴趣也从人文游转向自然游。地质旅游也因此成

为一种时尚旅游。在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也同样存在上述跨界旅游开发的

情况，而且，在许多省份都表现为重景点轻景区；或重景区轻区域，缺乏远景、整体规

划。这样,势必影响到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的整体效益和经济价值
[10]
。 

上述问题的存在需要认真反思，在开发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

资源开发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关系，处理好经济效益与边界区域环境保护的关系；如何使

跨界区域各方能够超越行政区界羁绊，以整体性、可持续性的方式整合边界区域地质旅

游资源，充分发挥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如何以产业化的视角整

合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既能保持资源充分开发利用，又能使跨界区域各方面和谐发

展。在地质旅游资源的产业布局上如何突破行政和部门限制，以区域的地域特点和地质

资源特色为依据，整体化设计，合理化布局，精心设计旅游产品，创造跨界区域旅游精

品和品牌。如何以跨界区域现有的资源产业实际，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

延伸产业链，创建跨界区域旅游公司等形式促进跨界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所有这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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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就是本文所要认真分析和解决的。 

1.1.3 本文研究的意义 

本文重点研究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合的理论和实证情况，是区域经济规划与发

展的重要内容，是旅游产业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的重

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3.1 实践意义 

从实践方面来看，我国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已经经历了三十年的时间，地质旅游资

源的开发目前进入到一个深层次阶段，不仅要开发新的旅游资源，探索新的开发方式和

手段，而且要解决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从而使旅游资源开发

既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又要保证旅游资源开发能够沿着可

持续的方向发展。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的基本情况是资源地处远离中心城市的边远区

域，经济相对不发达，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同时，跨界资源由于受行政管理体制

分割的影响，资源的地理区域被行政区域分开，资源开发难以兼顾区域资源的同一性和

完整性。通过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分析，指出如何以资源优势发展为区域经济

优势，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满足旅游区域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 

在实证分析的过程中，主要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别山区，分析大别山地质旅游资

源现状及其目前开发机制形成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并进行发展模式的创新性设计。这既

是传统行政区交界地带旅游开发和旅游产业发展个案研究的延续，同时又可以避免以前

相关研究中的案例累积和低水平重复。这种实证分析对于开发同类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详细研究了大别山地质资源开发规划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做好地质

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阅读中外文献的基础上，对地质资源的概念、地质遗

迹分类以及地质旅游可持续发展等基础理论进行了分析。研究建立适合大别山旅游地质

资源的分类方案和评价体系。从资源整合和大旅游的角度，提出大别山旅游地质资源的

整合方案和旅游可持续发展思路，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为地质旅游资源开发提供新的

思路。 

1.1.3.2 理论意义 

在理论架构上，全面梳理跨界区域发展研究的理论脉络，尝试性地提出和界定了“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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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旅游区域”、“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以及“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产业化开发”等

概念，并以此为主线，组合、衔接跨界区域产业集聚理论、产业布局理论、旅游产品创

新、旅游品牌创建理论、共生理论以及交易成本理论等，形成了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开发

的理论支点和高度综合的方法论思维，推进了区域旅游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 

在选题立意上，突破了以往区域旅游研究主要集中于同一行政区域内旅游产业发展

与竞合的局限，以当前国内外区域旅游研究较为薄弱的领域—跨界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

和发展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弥补了以往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具有理论研究的前沿性和

创新性。当然，作为一个较新的研究视角，可以借鉴和吸收的直接成果并不太多，这也

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难点。 

在研究内容上，针对以往对跨界旅游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空间整合的目标、

对策、类型等的分析与描述，而忽视了跨界旅游资源开发的动力机制和外部因素制约分

析，本文深刻揭示了跨界地质旅游资源存在的必然性和特点，理清了跨界地质旅游资源

开发的动态过程和各种矛盾的深层机理，分析了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产业化开发的动

力源泉和相关机制，结合大别山区域探讨实现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产业化开发的具体

途径。 

1.2 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开发研究系统的理论体系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

结构，特别是关于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开发以及旅游资源产业化的研究更是较少，而与跨

界区域和旅游资源开发合作的研究及成果有出现在相关的文献中。一般而言，跨区域旅

游资源产业化开发主要涉及区域经济理论、旅游资源开发理论、跨界经济发展理论、产

业经济理论、大别山旅游开发现状等相关理论知识，因此，本文主要综述这几方面理论

的研究现状并对此进行相应的分析。 

1.2.1 相关研究概述 

在现今流行的权威搜索网站中进行了相关理论研究的搜索，得出的基本情况如下。

在中国学术网中搜索出关于研究“大别山”的文献有5470 条，其中，关于研究“大别山

旅游”的文献有 72篇，这之中研究“大别山旅游开发”方面的文献43篇，研究涉及“大

别山地质旅游”的文献 10篇，其中单纯研究“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的文献仅3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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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尽管目前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实践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但相关研究却

显得相对滞后。 

在读秀学术搜索网页中搜索出关于“跨界区域”方面的条目有 660 条，没有搜索到

关于“跨界区域旅游资源”的相关内容。在中国学术网中输入“区域旅游资源”查询主

题得到的数据是 2141 条，从关键词分类来看：关于“旅游开发”的 93 条，关于“可持

续发展”的 90条，关于“区域旅游合作”的 41条，关于“空间结构”的 37条，关于“旅

游产业”的 34 条，关于“旅游资源开发”的 32 条。其中关于“跨区域旅游资源开发”

的14，占整个“区域旅游资源”内容的0.6%。而关于“跨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的内容

则没有搜索到相关结果。见表1.3. 

 

表 1.3 区域旅游资源研究相关内容 

区域旅游

资源 

旅游 

开发 

可持续发

展 

区域旅游

合作 

空间 

结构 

旅游 

产业 

旅游资源

开发 

跨区域旅游

资源开发 

条目数 93 90 41 37 34 32 14 

比例％ 4.3 4.2 1.9 1.7 1.5 1.4 0.6 

 

搜索“毗邻地区旅游资源”得到的结果有 7 条，其中 5 条是近三年发表在相关期

刊上，只有 1篇是关于旅游产业方面的研究。搜索“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得到的相关

结果是 18 条。从关键词角度来分析，研究旅游资源产业化比较分散，其中研究产业结

构、旅游开发分别有 2篇，研究区域布局和空间结构分别有 1篇，研究发展战略有 1篇。

从发表年度分析，2005、2006、2008 分别有 4 篇，说明研究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也主

要集中在 近几年。关于跨界区域旅游资源的研究在中国知网中搜索到 1篇文章，题目

是《跨境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探讨——以黑龙江中俄边境段为例》，从题目看，这篇

论文主要是研究跨边境地区旅游资源合作开发问题。关于跨界区域旅游的论文有 5篇，

分别是：王凯的《跨界旅游目的地整合发展研究》、吴国清的《都市旅游目的地空间结

构演化的网络化机理》、赵明，郑喜珅的《跨境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探讨—以黑龙江

中俄边境段为例》、任鸣的《健全“跨界治理”机制 共筑旅游合作基石》、陈兴中、汪

农庄的《乐山国际旅游大城市特色的规划研究》。在搜索中没有发现关于“跨界区域旅

游资源产业化”方面的文献资料。 

通过分析发现，关于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研究，特别是区域旅游资源整合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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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 近几年，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许多景区经过十几年来的管理

运作已日趋成熟，景区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就需要有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提高

或改变旅游景区面貌，重塑景区形象，形成新的吸引力。其次，随着旅游市场的日趋完

善和旅游产品的不断开发，旅游出游对旅游线路的选择越来越多，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

这就要求开发新景区时，要全盘考虑与其他各景区的关系，本着宏观上整合开发的方式

进行，目的是提高整体旅游区的综合吸引力和竞争力。再次，经过了过去多年在旅游开

发只局限于所在区域，产生较多问题，如同一地区重复开发相同的景区， 为典型的是

在一个地方很多溶洞的开发，直接导致恶性竞争和旅游资源的严重破坏。相反，旅游整

合开发给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好处，轻而易举的避免了众多的不利因素，强调宏观

上的协作和多方受益，使旅游市场进入大旅游市场阶段，也起到了更好的带动相关产业

发展和在大范围上优化各产业结构的作用。总之，旅游整合开发是对以前仅限于狭小范

围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反思的结果。 

1.2.2 国外研究情况 

1.2.2.1 跨界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区域经济理论在形成的理论渊源上， 早可追溯到 19 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创立

的区位理论，他从区域地租出发探讨以不同地价而引起农业分异现象，创立农业区位论；德

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
[18]
提出了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

[19]

根据村落和市场的区位，提出以商业为中心的中心地理论；廖什的区位经济论
[20]
；艾萨

德的区位科学
 [21]

等，二战后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区位理论的基础上，开始了对区域的

整体研究。而艾萨德创立的区位科学，把经济学、地理学与规划理论综合了起来，综合

考虑到区域企业的内外部经济效应。索洛
 [22]

，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代表。他认为区域

经济发展必须考虑人均收入或产出水平的增长率，以便适时地推进区域产业转移。 

西方学者对行政边界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关注由来已久。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

学者们就从空间的角度研究了边界的划分、边界的历史及其影响导论
 [23]

。一些学者主

要从区域旅游竞争与合作的角度论述了跨界区域积极发展以及旅游资源整合的措施与

对策，认为竞争策略是区域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加强合作则是区域经济发展和促进区域

旅游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24,25]

。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和廖什的市场区位论中也有关

于边境区位问题的论述。克里斯塔勒认为，中心地的空间分布形态受市场因素和经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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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制约，形成不同的中心地系统的空间模式。但在边境区中心地系统的空间组织中，

社会政治因素起着重要作用。由此，限制了边境地区中心地的发展
[26]
。根据廖什的分析，

经济景观是由不同空间市场区组成的系统，在边境地区受国家边界的影响。在政治边界

与经济边界不相一致的情况下，受政治边界效应的影响，市场区将发生变形，市场区的

扩张将非常困难。吉尔什发展了克里斯塔勒和廖什的边境区位理论，认为越是在国内拥

有较大市场区域的企业，向边境区位移的可能性越小。他在研究欧洲边境区时发现，企

业集聚现象发生在国家内部层次上，而在国际层次上，离心现象非常明显
[27]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对于边境区位的相关研究开始逐步向系统、综合的方向发展。Seymour 

E.harris 早在 1957 年就著有《Inter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一书，

从国际贸易理论上入手分析了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关系协调与区域发展问题，为优化区

际关系和跨界区域系统组合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28]
。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提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协

同学，主要研究开放系统，通过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形成有序结构的机理和规律的科学，

是自组织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跨界旅游资源，不仅涉及到资源开发的问题，主要

的是如何处理好跨界行政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这种合作把跨界资源开发看作一个完整

的系统，任何一个系统都由大量的子系统组成，系统的整体行为取决于系统内子系统间

的相互作用。由一种秩序逐渐转移到另一种秩序时，普遍的规律起着作用，同时某种自

动机制制约这些过程
[29]
。克鲁格曼

[30]
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

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定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在区际贸易

方面，沃纳伯尔斯
[31]
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 

EdgarM.Hover(1975)在其《an introduction regional Economics》一书中，就指

出美国为了解决两个或两个以上州的部分毗邻地区的发展问题，而成立区域委员会的做

法
[32]

；另外， Robert Axelrod(1984)
[33]

在《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等文章

中研究了边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及合作途径。空间分析方法曾是区域贸易分析的重要理论

依据，这种理论对与旅游发展具有指导作用。基于收益递增的三种不同方法（外在规模

经济、不完全竞争下的平均成本定价和垄断竞争）建立贸易模型，对生产要素相似的国

家之间同一产业的“相异产品”贸易进行理论阐释
[34]
。新经济地理学的杰出代表主要有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olo Krugma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
[35]
等。1966 年弗

里德曼根据对委内瑞拉区域发展演变特征的研究,出版了他的学术著作《区域发展政策》

一书,系统提出了“核心—边缘”的理论模式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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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跨边界经济合作是一个社会经济现象，边界的这些属性通常总是交织在一起，

并共同作用于经济行为主体。Julian Minghi(1983，1989)主张经济地理学对边界效应

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应综合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从更广泛的视角来认

识边界，认为对边界的经济地理学研究重点应放在其隐性功能，尤其是一般意义的规律

性即一般条件下的边界状况等方面；Vander Schelde B.(1992)利用费萨尔的区域研究

理论对法国和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脉地区 4个城市的发展作了实证研究，分析了边界的影

响，边界决定着区域组织；Anderson 和 dowd(1999)从边界本质的角度来研究其对跨边

界经济合作的影响，认为边界在本质上具有复杂性，这来自于边界固有的政治、文化和

经济内涵[37]；Henk Van Houtum(1998，1999)在总结地理学对边界的研究后认为，对边

界的研究应从静态的显性功能性研究转向动态的边界文化意义的研究，认为边界景观是

一系列文化、经济、政治现象在空间上互动过程的结果，同时，他还从心理学、社会学

的角度研究了边界和跨边界经济关系
[38]
。CarolynL.Evans(2003)将空间距离、居民对本

国产品的偏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交易成本等变量引入模型估计，得出的结论是，交

易成本变量是边界屏蔽效应的主要原因，它可以单独解释 46%的屏蔽效应，等等。一些

学者从区域竞争力的角度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认为区域经济发展首先要发挥区

域竞争优势,促进区域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
[39]
。一些学者从旅游区域营销的视角分析了

经济发展的措施和途径，认为提高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必须加强目的地营销竞争力的提升

[40]
。上述研究成果都可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诸多有益的参考。 

1.2.2.2 跨界旅游发展研究 

西方学者关于跨界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尺度空间范围内的旅游合作及旅游合

作所带来的效应等方面，主要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其国内行政边

界对于区域旅游经济运行和管治的作用力相对较弱。 Fagence M 在《Regional tourism 

cooperation》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区域旅游合作的方式、机制、利益分担以及存在的障

碍等问题并对区域旅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为深入研究跨界区域旅游

合作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
[41]

。“跨界治理”的落脚点是治理，所以“跨界治理”理论

来源于“治理”理论
[41]
。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于 1995 年发表的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

对治理作如下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

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43]
。 

另外，一些学者对具体区域的旅游合作以及合作的具体实现途径给予了较多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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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 Craig-Smith S.J.，Fagence 和 Michael(l995)对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旅游合作

的探讨
[44]

， Chirathivat 和 SuthiPhand(19%)对大金三角区域旅游合作开发的研究， 

Bramwell B(1997)对欧洲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区域协作研究等。迈奥斯克(Miossec)

和戈曼森(Gormsen)从空间结构和空间动力学角度观察了目的地旅游演变过程,将旅游

者的行为和类型同旅游者的地理分布模型结合起来考虑
[45-46]

。希尔斯(Hills )、朗德格

仁(Lundgren)和布里敦(Britton)等人的论述,强调了边缘地区对核心地区的依赖。这种

依存关系不仅对于旅游者来说是这样,对于其他一些事物,如资金、企业能力、熟练劳动

力、技术甚至于利润等,存在着边缘对核心的依赖
[47-48]

。韦佛(Weaver)利用核心—边缘

模型对加勒比海地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安提瓜和巴布达群岛进行了案例研究
[49]
。为了

促进边缘地区旅游业的发展,1997年 9月在丹麦的边缘地区博恩霍尔岛举行了一次欧洲

边缘地区旅游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表现出了对可持续性和乡村地区旅游发展的关注
[50]

。

V.史密斯(V.Smith)有关旅游区域的研究成果中也体现了核心—边缘理论的思想
[51]
,认

为旅游区域是一个用来提供旅行者服务、可交易的目的地,同时该目的地又有相关的支

持带环绕。 

同时，西方学者也十分注重对区域旅游协作的微观机制的研究，如 Tazim B.Jamal

和 Donald Getz(1995)关于社区旅游规划合作的理论研究
[52]

，SteveSelin 和 Chavez 

Debbie(1995)的区域旅游整合模型建构，Bramwell
[53]
，Angela Sharman(1999)对区域旅

游合作的政策研究
[54]
，Young 和 Lena(2002)对区域旅游合作中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研

究
[55]
， Twan Huybers和 Jeff Bennett(2003)关于区域旅游合作中的企业行为研究等

[56]
;

此外，Hills，Lundrsen(l977)和 Britton(1980)建立了关于核心—边缘理论模型，他

们强调了在旅游行为中边缘地区对核心地区的依赖关系
[57]
。这些有关区域合作文献尤其

是有关区域旅游合作的微观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本文构建理论平台的重要依据。 

西方学者有关行政边界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及其对区域旅游发展的直接影响的论述

并不多见。20 世纪中叶以来，共生思想及方法开始渗透到医学、农业、经济管理等社

会经济领域,并已展示了值得深化拓展的前景。“共生” 初的涵义是指“不同种属的生

物按某种物质联系共同生活”。从一般意义上讲，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

生环境中按照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共生，既具有自组织的一般特征，又具有共生

过程的独特个性。它不是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排斥，而是在相互激励中共同合作进化
[58]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主要是以国家边界为视角，内容主要集中在对边

界概念的界定、边界功能的认知、国家边界对旅游活动的影响以及边界地区旅游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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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条件、模式与途径等方面。Timothy D.J.在 1995 年就明确指出，国际边界是旅游

学科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59]
同时，他还分析了行政边界的性质、类型以及由边界所引

发的一系列旅游现象，如跨界旅游购物、边境旅游城镇的发展、边境旅游节点的功能特

征等，而且认为行政边界本身就可以成为旅游吸引物
[60]
。Ahmed Z.U.(1996)从国际市场

营销的角度对加拿大居民在美国北达科他州的跨国休闲购物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
[61]
；Di 

Matteo L.(1999)分析了美国和加拿大居民的跨界旅游行为，重点探讨了国界对两国旅

游者的差别化影响；Timothy.D.J.(1999)以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国际公园为例，分析了

跨界旅游协作与资源管理等问题；Dhael Felsenstein 和 Daniel Freeman(2001)以“囚徒

困境”的理论假设为前提，对埃及和以色列边境两个旅游地博彩娱乐业的竞争进行了研

究，在构建了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对跨界旅游竞争的条件以及正负面影响进行了评估；

Timothy D.J.(2002)在其专著中则全面分析了跨界区域的旅游产业发展问题，主要包括

跨界旅游竞争、互补与协作等内容；DallenJ.Timothy 和 CevatTosun(2003)通过对美

国和加拿大交界处和平公园旅游者的实地调查发现，大部分的旅游者并不认为国境线对

其旅游行为产生明显的影响，而对于小部分旅游者而言，办理边境手续的程序、边境官

员的办事态度和效率、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对于安全问题的担忧和信息咨询工作

不到位等，构成了其旅游活动顺利开展的客观障碍
[62]
。

 

与此同时，国内各级行政界线对旅游活动以及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也引起了西方学

者的注意。Prescott J.R.V(1987)阐述了国内行政界线相对于国际界线而言在旅游和博

彩休闲产业发展中所具备的不同功能
[63]
；Lloyd B.和 swift(1991)认为国内行政界线是

一种重要的地标类旅游吸引物
[64][65]

。西方学者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

为我们探讨中国省际和市县交界地带旅游整合发展问题给予很大的启示。 

1.2.3 国内研究情况 

通过文献搜索分析发现，尽管国内 近几年对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区域旅游资源

的整合等方面的研究学者多有涉猎，但对于跨界区域旅游资源的整合，特别是产业化的

整合方面的研究比较少。而与之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下几个方面。 

1.2.3.1 大别山旅游研究 

目前，关于大别山旅游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大别山红色旅游资源开发

的研究，这是对大别山旅游进行深入研究中开展较多的一项。如有关于大别山红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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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发的探讨，主要研究成果有《关于开展大别山红色旅游资源的探讨》（万青，2006）

[66]
、《六安市红色旅游 SWOT 分析》（张树萍，2006）

[67]
。其次是关于生态旅游的研究，

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发展生态旅游推动经济发展—以安徽六安地区为例》（万青，

2004）
[68]
、《皖西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战略问题探讨》（杨敬东，2002）

[69]
。第三是关于大

别山地质旅游资源和其它旅游资源开发方面的探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安徽

大别山（六安）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张树萍，周刚，2007）
[70]
、《地质旅游资源分类

及开发利用初探》
[71]
。尽管目前关于大别山旅游的研究已经深入推进，在有些方面研究得已

经相当深入，但从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来看，关于大别山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与

整合方面的研究仍然没有具体而全面的开展。 

1.2.3.2 地质旅游资源研究 

关于地质旅游资源的研究特别是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质形态

的构造和形成历史、地质公园、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等方面。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中

国旅游地质资源分类分区与编图》
[71]

、《地质旅行》（夏书芳，1998）
[72]

、《大别山构造

地貌的 DEM 初步分析》（程三友等，2005）
[73]
、《湖北省区域地质志》（湖北省地质矿产

局，1990）
[74]

、《安徽省区域地质志》（安徽省地质矿产局，1987）
[75]

、《世界地质公园

的开发建设及其对我国的借鉴》（钱小梅，赵媛，2004）
[77]
、《大别山地块超高压变质期

后伸展变形及超高压变质岩石折返过程》（索书田，等， 2000）
[78]
、《大别山构造地貌

特征》（冯文科，1976）
[79]
、《大别山造山带基本结构》（董树文，孙先知等，1993）

[80]
、

《大别山造山带地质构造》（王椿镛，张义庆等，1997）
[81]

、《论国家地质公园》（陈安

泽，2002）
[82]
、《地质遗迹资源属性浅析》（赵鸿燕,张天义,曹希强， 2007）

[83]
。可见，

关于地质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质公园建设和地质遗迹开发方面，而关于跨界区域地

质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目前研究的比较少。 

1.2.3.3 关于毗邻区的研究 

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开发是在区域内部毗邻地段进行，目前关于毗邻地区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区域综合发展研究方面，而专门研究旅游资源的开发方面的文献资料较少。在研

究毗邻区经济发展方面文献主要集中以下几点： 

关于毗邻区经济协作方面的研究有：关于毗邻区旅游经济的研究方面主要有王凯《我

国省际边界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优化方略》和《省际毗邻地区旅游经济的空间

矛盾及调控机制探讨》等文献，他认为，旅游经济空间整合的实施途径是构建旅游产品

群，塑造区域主流的整体形象，联合开拓旅游市场，共同建设基础设施，保护整体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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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12,13] 

关于毗邻区经济协作其它方面的作品主要有《资源层次、经济中心与区域经济的多元合

作发展》（陈惠雄，2004）
[84]
，《滨海沙滩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竞争分析:以茂名市沙滩开发

为例》(保继刚,1991)
[85]
 ，《政府行为与蒙晋陕豫交界地带经济合作研究》（安树伟，2003）

[86]
，

《关于西部毗邻经济协作区的思考》（王晨，吴嗣墱1987）
[87]
。《喀斯特石林旅游开发的空间竞

争研究》(保继刚,1991)
[88]
 。关于毗邻区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有：《省级毗邻地区开发模式探讨》

（刘玉亭，1999）
[89]
，《论旅游资源中的同名名胜开发》（喻学才，1995）

[90]
，《我国省级边

界地区自然资源开发的政策建议》（郭荣星，1995）
[91]
，《攀西——六盘水资源特点及开发

效应探析》（肖进原，1996）
[94]
，《中国交界地带经济发展思考》（梁双陆，1998）

[95]
。关

于毗邻区发展战略的研究有：《毗邻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初探》（王谦光，1994）
[96]
，《省

际毗邻地区开发模式探索》（刘玉亭，1999）
[89]
、《21 世纪中国旅游学的新领域：旅游资

源非优区研究》（许春晓，2000）
[97]
 、《湘鄂渝黔桂省际边境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陈仲伯，

杜平等，2002）
[98]
.关于毗邻区发展环境保障研究有：《协调成本与行政区交界地带的环境

整治：对黄河小北干流域段整治的研究》、《长江上游地区政府之间跨区域合作研究，建立

市场化的西南地区区域经贸协调机制》（饶光明，2004）
[99]
，《省级毗邻地区经济发展现状

研究》（蔡云辉，2005）
[100]

，《区域旅游资源开发整合研究》[101]
、《省级行政边缘经济与统

筹区域协调发展》（安树伟，母爱英，2005）
[102]

等。 

1.2.3.4 关于跨界经济协作研究 

跨界旅游资源产业化开发归根结底是一个区域协同发展的问题，在这方面的研究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区域协同发展理论研究。薛莹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区域旅游合作研究综述》

一文中提出旅游景区的集群开发是多个景区协同开发问题，是区域旅游合作的一种，但

在实际实践中区域旅游合作的个案研究多偏重于提出构想，而缺少针对具体问题的深度

分
[103]

析。共生既是一种自然状态,又是一种可塑状态
[104]

。吴泓、刘荣增及韩芳
 [105--107]

将

共生理论应用于区域旅游合作领域。其它关于旅游产业区域协同发展的研究文献主要有

《协同学原理和应用》（吴大进、曹力等，1990）
[108]

，《协同论》（郭治安、沉晓峰，1991）

[109]
，《关于协同学理论和方法的哲学依据与社会应用的探讨》（孟昭华，1997）

[110]
，《协

同学：自然成功的奥妙》（H．哈肯，1988）[29]，《名山旅游地空间竞争研究:以皖南三大

名山为例》（保继刚,彭华，1994）
[111]

，《区域合作的理论、政策与实践》（庞效民，1998）

[112]
，《区域管理与发展》（王铮，2002）

[113]
，该书以持续发展管理为核心，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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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环境管理三个方面全面介绍区域管理的原理及时间。关于跨界区域协作发展机制

研究，主要有《中国过渡区域经济运行和协调发展机制研究》（谢冰，2000）
[114]

，《区

域大战与区域经济研究》（张可云，2001）
[115]

，《区域经济联合协作的动力机制研究》（季

任钧，钱智，2001）
[116]

，《闽台高科技产业竞争力及其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研究》（谢章

澎，2001）
[117]

，《2003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国内与国际区域合作》（上海财经大

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2003），《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黎鹏，2003）
[118]

。关于跨界

区域协作发展实证研究，主要有《湘鄂渝黔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政策研究》（冷志明，

2005）[119]，《重视区域旅游合作开发中的行政区划因素》（张建，2005）[120] ，《区域旅

游合作的行为模式和动力机制》（李树民，2005）
[121]

，《珠江流域滇黔桂三省交界地区

跨边界经济合作及协同发展研究》（田苗，2006）
[122]

，《中部地区区域旅游合作》（张慧

霞，刘斯文.2006）
[123]

，《县域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模式研究》（王传民，2006）
[124]

,《健

全“跨界治理”机制共筑旅游合作基石》（任鸣（2007）
[125]

等。多数著作或论文都基于

全国的区域经济合作为背景，较少关注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合作开发及协同发展。 

1.2.3.5 区域旅游合作研究 

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开发主要涉及到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合作问题，跨行政区的经济合

作一直以来受到学者和相关学术机构的重视，在理论上取得了很多成果，在实践上也有

很多措施和方法得以实施。在跨行政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方面主要有经济协同发展理

论、竞争理论、跨区域合作方式的理论等。夏玢（2005）在《景区集群开发对客流季节

性分布的影响》一文中对景区集群开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集群开发有利于发挥资

源和基础设施的作用，在开发过程中发挥极品带动、错位发展战略。吴军（2007）比较

系统的研究了区域旅游合作的时空演化特征，通过一定检索获得的样本基本上能反映出国

内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的实际状况
[126]

。杨振之、陈顺民（2007）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和旅游过

境地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开发跨界区域旅游业提出了一定的见解
[127]

。 

赵明,郑喜（2004）研究了跨境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的相关问题，指出跨境旅游

资源国际合作开发是指为开发分属不同国家领土的整体旅游资源系统而进行的国家间

合作或跨国企业间的合作,以实现跨境旅游资源系统整体开发利用,实现游客对旅游产

品的完整消费。例如,中俄界江黑龙江的旅游资源合作开发,将改变中国游客游中国边境,

俄罗斯游客游俄国边境的状态,赋予资源系统完整性,实现两国游客跨境游览,使两岸多

种资源相得益彰,多个景点相互连接,让界江风光更具魅力
[128]

。 

他们指出跨境旅游资源就自身而言,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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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处于特殊的地理区位,人为的界线破坏了自身的完整性,资源整体潜能得不到充分

发挥。跨境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从旅游资源整体性和整体优势出发,对旅游资源自身

的整体系统做出统一的规划,从而使边境区域旅游视野更宽广,内容更丰富,更具吸引

力。跨境旅游资源系统处于双控或多控状态,资源分属的各个国家所进行的资源开发建

设相对于资源总体而言只是局部、片面的开发,多种资源类型得不到合理配置。跨境旅

游合作开发在对边境整体旅游资源开发时可以做到全面安排、全面设计,兼顾各国经济

利益,多角度、多层次综合配置各国各种资源类型。 

1.2.3.6 行政区边缘经济研究 

一定程度而言，跨界旅游资源是一种边缘资源，跨界旅游资源开发是一种发展边缘

经济的形式。边缘经济不是一种无关紧要的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发

展跨界区域旅游是促进边缘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行政边缘经济的研究既对开发

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又充实了边缘经济发展的内涵。安树伟，张素

娥（2004）在行政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区域经济发展往往是以若干个增长为中心，

逐步辐射到周边地区，促进整个区域发展。然而，由于中国行政区划的长期存在，计划

经济体制的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及职能对经济约束和限制，在各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和生产力布局中，往往以中心城市及附近的周边地区为主体。生产要素在区域中心城

市聚合强化，而远离经济中心的地区，随着空间距离延伸经济活动呈衰退减弱之势

[129][130]
。魏后凯（2004）由于受行政区经济和“边缘效应”的影响，加上远离主要大、

中心城市，国家产业政策往往无以顾及，地方政府对辖区经济强烈的干预，使区域经济

具有分割性和边缘性的典型特征。在交界地带更多地表现为经济的欠发达性、不协调性

和不可持续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和运行方式——“行政边缘区经济
[131]

”，同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渐进模式推进。利益形成、协调机制、法制经济的不健全，区域经

济分割性、不协调性将更加突出。安树伟（2007）在《行政区边缘经济论》一书中指出：

行政区边缘经济是指国家经济内由于行政区划、政府职能和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经济的

刚性约束和“边缘效应”的影响，在行政区交界地带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具有分割性和

边缘性的区域经济
[132]

。由于行政区划使地方政府对其辖区经济起很强的干预作用，因

而使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受阻，形成一种特殊的具有明显分割性、边缘性的区域经济。

在跨界交接地带，有着“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边缘经济”两种经济形态的典型特征。

从空间角度和区域经济运行角度看，“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边缘经济”既是两种不

同的经济现象，又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运行方式。在利益协调机制欠完善的转型社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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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边缘经济现象将会继续存在
[133]

。 

罗贞礼（2007）在《边缘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指出：在一个广域中，除边缘区域

外，还有核心区域、准核心区域、准边缘区域的不同区域层次。边缘区域是指发展条件

和发展状态都较差的区域。一般指在一个广域中经济发展水平低、远离经济增长中心，

并且缺乏采用典型增长模式转入快速增长轨道的条件区域。行政区经济是一个以中心地

向外辐射的抵御系统，行政边缘地区的运行处于不利的地理位置。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得

出的结论，边缘地区的经济水平与边缘区域和省会城市之间的距离成反比。愈靠近边界，

经济发展愈缓慢，愈靠近中心，经济发展愈快。核心区域是指发展条件和发展状态都较

好的区域。一般而言，核心区域是广域内发展水平较高、发展速度较快，并具备进一步

发展条件，因而处于广域经济发展中心地位，对广域经济状态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过

渡区域包括准边缘区域和核心区域。准边缘区域是指发展条件较差而发展状态尚好的区

域，通常是由核心区域丧失原有发展条件后退化而成的区域。准边缘区域如不能较快的

改善其发展条件，可能逐渐退化成边缘区域。准核心区域是指发展条件好而发展状态差

的区域，通常是由边缘区域获得充分发展条件后进化而成的区域。准核心区域只要能保

持较好的发展条件和发展势头，可望逐渐成为核心区域。 

罗贞礼指出，边缘区域的发展可以用如图 1.1 表示：以发展条件为横轴，发展状态

为纵轴构成一个平面，可以形象的表达四种类型的区域。发展条件包括资源、要素、区

位等发展手段和经济体制、外部环境等发展机制。只有当各类发展手段较好的组合，同

时发展机制较好的健全，区域才具备较好的发展条件，区域经济才能转入或保持较好的 

 

 

图 1.1 边缘区域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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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状态。反之，当区域发展手段全面缺乏，或缺乏某种手段而不能形成有效发展的组

合，或发展机制不健全，则区域发展条件差，区域将陷于或保持在较差的状态。区域发

展状态包括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发展水平通常用人均 GDP 表示。发展速度用 GDP 增长

率表示
[134]

。 

另外，还有不少学者以实证的方式阐述了边缘行政区经济发展情况。省区交界地带

是行政边缘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指位于各省区行政交界地带两侧的特殊区域。

本文所研究的大别山旅游资源开发主要就处在省区交界地带，其旅游资源开发是省区交

界边缘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入，主要原因是我国具有广阔

的省区交界地带，其区域经济的发展对整个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省区交界地带

由于远离主要大中城市和经济中心，无法接受大中城市的经济辐射和带动，经济上表现

为欠发达性、不协调性和不可持续性。因而，探索省区交界地带经济滞后的原因及形成

机理成为众多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主要研究成果有：《中国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研

究》（郭荣星，1993）[135]，《“世界遗产地苏州”城市空间结构研究》（陶伟，戴光全，

吴霞，1993）[136]，《论行政区划、行政管理体制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刘君德，舒庆，

1993）[137]，《闽东南、粤东、赣东南经济协作区域规划研究》（陆大道，1996）[138]、《跨

市域旅游开发的必然趋势与联动机制》（章尚正.2004）[139]
、《城市旅游资源空间整合研

究》（杨培玉,2004）[140]
、《图们江地区开发与东北亚经济发展及合作》（丁四保，陈才，

1996）[141]、《积极推进闽西南区域经济合作的若干对策》（邓仕仑，2007）[142]《行政区边缘

经济论》（安树伟，2003）[143]《湘鄂渝黔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政策研究”》（冷志明，2005）
[119]等，这些成果有的从理论角度探讨其一般问题，如郭荣星、安树伟，有的侧重于国

外情况介绍,而有的侧重于具体或特殊类型的区域研究。 
整体而言，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开发是一种边缘经济发展的形式，同周围其他区域相

比，跨界区域是处于边缘地位，可按照边缘区经济理论进行发展；从区域内部而言，由

于跨界区域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资源的规划和开发以及行政区域的发展水平的差异，

内部的不同部分也有核心和边缘之分，从而导致发展的不平衡。 

1.2.4 简要述评 

由上述文献综述可知，在经济不断发展、区域合作不断加大的背景下，相关学者对



 

 23

于跨界区域经济合作与协同发展己经做了初步的有成效的探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

内外经济地理学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对边界的关注较多，而对跨边界区域地质旅游合

作，特别是行政区交界地带进行有效资源整合的研究则较少，对如何进行跨界区域地质

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适应区域特色和地质资源特点的发展模式研究的关注较少。当前，

国际政治局势趋于缓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己初步确立，在这种大环境下，运输与

交易等方面的优势正鼓励地理相邻的地区之间开展经济交流。无疑，行政区交界地带在

这种交流中处于重要地位，我们必须用全新的眼光去洞察这类区域。实际上，目前行政

区交界地带的发展已为地理工作者提出了许多问题，对行政区交界地带的科学研究己远

远落后于实践，故而应进一步加强对这类区域的系统化研究。 

随着旅游产业的不断深入发展，旅游研究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者也在用不

同学科的概念与理论、不同的研究方法来描述、解释、研究跨界旅游发展中复杂而综合

的现象和规律，在探索跨界旅游发展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目前

的大部分的相关研究，基本上只是停留在对跨界旅游合作以及开发中所存在矛盾的现实

特征的定性描述以及个案阐释这一层面上，对于地质旅游资源跨界分布现象以及由此而

带来的开发中的诸多矛盾、各种矛盾内部机理的揭示以及调控途径的建构等方面的研

究，目前的探讨可以说还不甚深入。其中，尤其是对于跨界区域属性和地理空间特征、

性质，以及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产业化开发和旅游产业发展所应该遵循的普遍性的原

则、机制、旅游经济空间整合的模式、切入点以及跨界区域旅游产业链的构建、产业结

构优化相关方略等方面的探讨，至今几乎还是一片被忽视的领域。总体来说，就目前对

跨界区域地质旅游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来看，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显得比较离散、独立和

凌乱，难以找到真正成型、成体系的理论架构。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在跨界旅游目的地系

统研究中的应用也略嫌不够。因此，针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的空间仍然相对较大。 

1.3 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方法 

1.3.1 多学科综合的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的问题，主要涉及到地质学、地质构造理

论、区域经济学、资源开发理论、旅游学以及产业发展理论等方面的知识。一般而言，

跨界地质旅游资源仍然是区域旅游资源的重要范畴，因此，需要区域开发的理论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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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作为研究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以科学

世界观、方法论为理论指导，对跨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开发问题展开具体研究。结合国

家“十一五”发展规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理论与现实、整体与局部、要素与系统

等多重角度出发，对跨区交界环境里搞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的工业化展开探讨。以科学发

展观指导经济社会实践，使研究结果具有实践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1.3.2 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 

   地质旅游资源整合开发需要充分的数据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进行分析，具

体到跨区地质旅游资源开发活动中需要了解资源禀赋现状、环境容量现状、客源情况、

以及区域旅游产业规模等方面的情况，这些都需要详细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同时，需

要定性分析进行判断和定论，明确区域资源发展状况和开发措施。 

1.3.3 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方法 

本文充分运用区域发展理论、产业结构理论、旅游竞争力理论、产业发展理论等阐

述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合的基本原理，探讨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合的机制、产

业布局和产业链构建等相关要求。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整合

的实际，通过大量详实的资料进行多角度论证，多视角理论分析，与尽可能多的实地资

料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展开研究。 

1.3.4 比较分析法 

通过国内外地质旅游资源开发及地质旅游产业发展的纵横向比较分析，以客观实际

为研究对象，认识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对当前区域地质旅游发展的态势、特征有比较

清醒正确的认识，并做出科学判断。把握跨界区域地质旅游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 

1.3.5 数据图表分析法 

借助统计科学的方法，把研究对象的数据或信息加工成图表。通过横向比较分析，

探讨跨界区域旅游发展的软硬环境、条件、旅游产业结构等现状及趋势，可直观生动形

象地加以说明，合理布局旅游产业，推动跨界区域旅游产业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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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系统分析法 

跨界区域是一个层次多样、构成因素众多的复杂系统。旅游与资源、环境、发展及

人类活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处于一个共生系统，诸多子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复

杂的巨系统。产业化开发过程中需要处理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区环境等

的关系。通过对母系统与子系统、系统与要素、系统之间、要素与要素、系统内外及部

分与整体关系的分析，把握旅游与地质资源、环境、人的内在活动规律，促进跨界区域

旅游的协同发展。 

1.4 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 

本文以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为出发点和中心，从四个方面进行充分论

述，从而得出在跨界区域如何进行地质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的结论。第一部分为背景分

析，主要分析目前旅游产业发展的趋势以及在向纵深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创

新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产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详细分析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

源整合开发研究的情况，为论述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提供理论依据。第二

部分分析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的基础，主要从概念界定和相关理论分析以及地质旅游资

源产业化评价等方面进行。第三步部分具体分析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合的措施，是

本文论述的中心。从整合机制、产业化布局、产业结构优化、产品创新等方面进行详细

的论述，第四部分主要以大别山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合角度，从实证方面分析跨界

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的具体措施及相关结论。全文的技术线路可以作如下表示：背

景分析——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理论依据——地质资源评价——跨界区域旅游

整合机制——旅游市场定位——地质旅游资源整合布局分析——旅游产业结构优化—

—构建旅游产业链——创新地质旅游产品——构建跨界区域旅游竞争力——实证分析

——结论。具体技术线路如图 1.2。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探索和深入分析，在以下几方面提出了自

己的创新点： 

（1）提出了地质跨界区域的概念。地质旅游资源的重要特征是具有地质板块的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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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点，而行政边界人为地割裂了地质板块的整体性。本文提出区域是一个有一定范围

的具有共同地理自然属性的地域范围，跨界区域是人为的行政边界隔开了自然区域的整

体性。跨界区域的存在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制约性的问题。 

（2）提出了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的概念及途径。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相

对丰富并保存较好，但始终没有得以较好的开发或者在开发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本文

提出以产业化的视角，积极推进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使分割的行政区域

能够按照区域的自然属性和地质构造的整体性进行产业布局。提出了跨界区域旅游资源

产业化布局的理论及模式。在跨界区域旅游产业布局过程中，应处理好区域的整体性与

行政区划的分割性、开发的阶段性与资源发展的可持续性、旅游产业的市场机制和社区

联动参与、政府主导与企业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分析跨界区域地质旅游产品结构优化方

面，本文提出以地质旅游资源为依托，以市场为主导，以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为根本，

以创意和创新为突破，打造精品，整合空间、创建跨界区域地质旅游吸引物，开展跨界

区域地质特种旅游，组建跨界旅游线路，提升旅游产业竞争力。 

（3）提出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链的构建及其实现途径。旅游产业的发展是以产业

链价值的实现为基础，跨界区域旅游业的发展也是以产业链的构建及其实现为主要途

径。由于跨界区域经济基础较弱，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经济发展的起点较低，因此，本

文提出发展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链应分为不同的层次和阶段：第一阶段，以地质资源

为先导，构建旅游产业基础；第二阶段，按照关联原则，发展前后向关联旅游产业；第

三阶段，根据信息和科技化发展的要求，发展高技术旅游产业，跨界区域旅游业向纵深

发展。 

（4）提出了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机制。以利益共享和实施合作为平台，

构建政府、社区、企业联动机制，促进跨界区域旅游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

益的不断提高。运用上述理论及方法对开发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并进行产业化整合途径

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大别山区是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老区、山区和跨界区域，其地质旅

游资源丰富，但长期以来，三省分割开发，各自为战，一定程度上存在恶性竞争的现象，

忽略了地质资源的整体性和产业发展的协调性，造成旅游资源价值难以充分体现，旅游

发展相互制约、旅游业效益不高的局面。本文针对大别山地质特点和资源开发现状从规

划整合、融资整合、品牌整合、景点整合、线路整合和交通整合等方面系统分析进行跨

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合的措施。这对促进类似区域旅游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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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本文技术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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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合概念界定 

2.1 地质遗迹 

2.1.1 地质遗迹的概念 

地质遗迹是在地球形成演化的漫长地质历史时期，受各种内外动力地质作

用，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自然产物，它不仅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遗产
[144]

。地质遗迹 (Geological Remains或

Geosites)是指地质历史时期保存遗留下来，可用于追索地球演化历史的重要地

质现象。这些地质作用的产物是不可再生的，是人类通往了解46亿年地球历史

的必经之路
[145]

，是获取地球演化变迁过程珍贵信息的唯一来源。 

地质遗迹从广义上可以说包括了地球的地质演化中遗留下来的所有记录，

而地质景观主要是指具有优美性、观赏性和旅游开发价值的地质遗迹
[146]

。地质

遗迹资源是地质作用过程自然形成的，是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具有客观性与

自然性；地质遗迹资源不是孤立的，与所处的大地构造位置、周围自然环境有

密切关系，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地质遗迹资源由地质构造演化等过程决定和

控制，地质遗迹资源的类型、分布特征具有一定的区域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现有许多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具有其代替品或材料，地质遗迹属于一种

不可更新、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特殊的资源
[83]
。 

2.1.2 地质遗迹的特征 

构成地质旅游资源的地质遗迹，必须具备以下特征
[147]

：
 

地质资源的可开发性：地质遗迹是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着巨大的科学研究和文化艺术价值，自然遗迹与人文景观融合有着巨大的旅

游价值
[31]

。
 

区域性：地质遗迹资源存在于特定的地学环境中，是地学环境的重要构成

要素，区域差异的客观性造成不同地区的地质遗迹类型不同。从典型性角度考

虑并不是地质环境的任一处都可以成为地质遗迹，它是以点、线、微斑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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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地分布于地质环境中，因此有地质环境演变的的“窗口”之称。 

不可再生性：地质遗迹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它是地质历史上一种独特的

地质见证，地质遗迹资源不可仿造，一旦被破坏便不再拥有
[148]

。
 

永续利用性：人类对地质遗迹资源如果能做到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合

理利用、开发和保护，地质遗迹资源是可以得到永续利用的。 

科学性：通过观赏地质遗迹人们可以了解地质特征，提高科学素质，科技

人员可以作为资料的来源。建立地质遗迹/地质公园数据库是保护规划开发和合

理利用的基础工作，也是推进地质遗迹的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的重要条件。 

典型性 ：指地质旅游资源中的地质遗迹具有地质科学研究的代表性，在同

类型中有典型科研价值，能代表地球的主要历史阶段或正在进行的地质作用过

程和自然地理过程，代表重要地貌和自然地理景观的突出模式等。典型性对地

质科研和科普教育也具有重要作用。 

稀有性 ：指地质旅游资源开发中的主体景观在国内外罕见和珍稀。景物的

稀有性不仅有重要的保护价值，而且对广大公众有强烈的旅游吸引力，这是地

质旅游资源成为旅游景点的重要基础。 

观赏性：指旅游资源的主要地质地貌景观具有美学价值和观赏价值，具有雄、

秀、险、奇、幽、旷、真等美学特征，或与原有的风景名胜及自然保护区融为一

体，是促进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地质遗迹要能创造经济价值和扩大社会影响，

必须具有旅游观赏价值，纯科学的地质体不能引起一般群众兴趣
[149][150]

。 

2.1.3 地质遗迹分类的研究 

地质遗迹分类的目的在于指导调查、研究、规划和开发地质旅游资源，是

地质遗迹保护和开发的重要基础，经过不断发展和研究，地质遗迹分类由简单

到复杂，由粗略到系统，由描述到实用，由形式到学科，更加清晰，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九个大类）、美国内政部土地管理局（分 15 类），德国联邦调查局

（1996）和我国学者都提出了一些分类方法，地质遗迹的分类是一个十分复杂

的问题，目前尚无统一的认识。各家仍在探索发展之中，现有的地质遗迹分类

都是学科成因分类复合分类法
[151]

，赵汀 赵逊（2007）
[152]

、冯天驷(1998)
[153]

等

以系统的地球科学理论为指导对地质遗迹进行了分类，也从旅游资源的角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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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遗迹进行了分析。下面简单探讨几种地质遗迹分类方法： 

（1）《中国旅游地质资源图说明书》分类
[154] 

以旅游地质资源的旅游价值为基础，突出旅游地质资源的地质环境特点进

行分类，将已知的重要旅游地质资源分为 35 类。此分类方案基本涵盖了所有类

型的地质遗迹，分类较细，是我国较早的关于地质遗迹的分类方案。该方案未

将旅游地质资源分成几个大类归并，使得一部分类还能细分，有些大小类同档，

分类程度不同。另外，把石窟、岩画及摩崖题刻按旅游地质资源处理也有些不

妥。 

（2）丁季华等分类
[155] 

把自然旅游资源分为 6 类：地质类旅游资源、地貌类旅游资源、气象气候

类旅游资源、水文类旅游资源、生物类旅游资源、太空类旅游资源。在这 6 大

类中又划分出若干小类，共 26 项。其中除气象气候类旅游资源、生物类旅游资

源外，其他 4 类均与地质遗迹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该分类中地质类旅游资源和

地貌类旅游资源在分类标准上不太明确分类过粗。大类中部分小类归类欠妥，

如海蚀、海积应为地貌类遗迹等。 

（3）陈安泽分类
[156] 

陈安泽的地质地貌景观(地景)资源综合分类方案，把地质景观分为 4大类：

地质构造大类、古生物大类、环境地质(地质灾害)现象大类、风景地貌大类，

大类下面又分出 19 个类，类下面分出 53 个亚类。该分类基本涵盖了所有地质

遗迹类别，得到多数专家认可。但部分专家认为分类中的洞穴类可考虑不予设

置，部分亚类的归属也有些不妥，如古火山遗迹归入构造类或地貌类较为适宜，

古冰川遗迹归入岩石类较为适宜等。 

（4）陶奎元等分类
【157】

 

陶奎元等依据地质遗迹的成因把地质遗迹分为 10 大类，分别为：地层类、

构造类、岩石类、矿床类、矿物类、化石类、古人类文化遗址、地质灾变、地

形地貌类、在地质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遗址。大类下面共分出 49 个小类，

并对大类和小类按顺序给出一定的代号，该分类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分类。不过

部分大类(如地形地貌)分出的小类存在重叠和不全面现象，大类和小类给出的

代号没有一定的规律，不便于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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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调查技术要求》分类
[158] 

《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调查技术要求》(讨论稿)中依据造成遗迹的动

力因素、主体物质组成及成因把地质遗迹分为 10 大类，分别为：地层类、构造

遗迹类、岩石遗迹类、矿床(产)遗迹类、矿物遗迹类、化石遗迹类、史前人类

遗存类、地质作用遗迹类、地质灾害遗迹类、地貌遗迹类。大类下面共分出 68

个小类，但仍存在部分大类分出的小类有重叠现象，另外部分小类所归的大类

也欠妥。 

（6）《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技术要求和工作指南》(试行)分类
[159]

 

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编写的《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技术要求和工作指

南》(试行) (2002)中，为了便于国家地质公园内地质景观的标示说明和保护利

用，从较直观的景观自然分类出发，避免过分的专业化，把地质景观分为 7 个

大类：典型地质剖面、古生物景观、地质地貌景观、水体景观、地质灾害遗迹

景观、地质工程景观、典型矿床及采矿遗址景观，大类下面又分出 40 个小类。

分类首次引入了英国自然保护委员会提出的出露性景点和完整性景点两大类概

念。该分类系统从地质景观的角度出发，把类别进行归并缩减，扩大了大类的

容量，首次增加了人工的地质工程景观，作者认为该类不应单独提出，可考虑

与地质灾害合并为一类。另外分类实为地质公园的建设指南，也可作为一般地

质遗迹调查评价的分类参考。 

（7）齐岩辛等的分类
[160] 

物质组成———成因综合分类法，其分类依据是综合考虑地质遗迹的物质

组成和成因因素。把地质遗迹总体分为 9 大类：地层类(S)、构造类(T)、岩石

类(R)、矿物类(M)、矿产类(C)、古生物类(P)、地质灾害类(D)、地质地貌类

L)及水体类(W)。 

（8）王清利等的分类
[71] 

王清利等根据地质旅游资源的性质和成因特点对地质旅游资源进行了尝试

分类，将其分为地层型、遗迹型、岩浆型、构造型、地下水型五大类，对地质

旅游资源的开发原则进行了探讨，并针对不同的地质旅游资源类型设计了相应

的开发方案。 

（9）韩晋芳、田明中的分类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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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晋芳、田明中按照目前地质遗迹资源保护及利用的协调情况将地质遗迹

分为四类：单一保护型、单一开发型、保护利用双差型、正在协调型。 

（10）李京森、康宏达(1999)分类
[72] 

 以旅游价值为基础，以地质特点为依据把地质遗迹分为重要地质剖面、重

要化石产地、溶洞、有特殊意义的矿物、岩石矿床产地等 35 类。 

（11）郭威、丁威(2001)分类
[161] 

以成因、物质基础、空间分布等因素为基础，结合其形态特征、社会经济

特征、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的特点，从旅游资源的角度把地质遗迹分为山岳峡

谷旅游资源、岩溶、洞穴旅游资源、水景观旅游资源、海岸、海岛旅游资源、

冰川旅游资源等 8 大类型，9 亚类， 每一亚类又分为若干基本类型。 

通过对已有地质遗迹分类方案的分析发现这些分类方法为地质遗迹登录评

价服务，还难以解决众多交错性问题，它们存在的主要问题是：①个别分类方

案依据和原则不清，有的还扩大了地质遗迹的内涵；②多数分类方案中有重叠

现象；③部分小类的归属不当。如一个地点存在多种遗迹，一个剖面可以是地

层剖面，也可以是化石产地；还有地质地貌景观与其他类型交错，如山崩，火

山地貌遗迹又属于地质灾害遗迹，构造运动遗迹极有可能同时就是地质地貌景

观，如黄河龙门等
[162-164]

。 

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载体和主要表现形式是地质公园，关于地质公园

的分类， 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分类。建立地质公园的目的是在保护地

质遗迹的基础上发展地方经济。所以本文认为从地质遗迹资源的价值、功能考

虑，以保护利用的程度进行分类是比较现实的。在实践中，仅从学科成因等进

行分类是不够的，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目前亟需建立统一的地质遗迹分类体

系来规范地质遗迹的分类
[165]

。因此，在进行大别山地质资源调查的基础上，结

合相关文献和资料，尝试建立了一个新的分类体系，以求避免旧的分类体系存

在的问题。 

丰富的地质遗迹资源，为旅游景区建设特别是为地质旅游资源整合性开发

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基础。在旅游中使旅游者既欣赏到大自然的神奇

造化，又能得到科学知识的教育，在修身养性、寄情山水的同时得到科学知识，

对地质现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此地质资源的开发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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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地质旅游资源的集中和主要形式是建立地质公园，地质公园在开展地质旅游，

普及地学知识，提高我国旅游的科技含量，改善我国旅游业的形象，克服传统

旅游的弊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截止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建立了138家国家

地质公园，其中18家已被批准为世界地质公园，我国地质公园的建设走在了世

界前列，在有效保护、合理开发和利用地质遗迹资源、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普

及地质科学知识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166]

。当然地质遗迹的旅游开发不

仅仅是建立地质公园，还有地质博物馆、地质景点、地质模拟再现等。 

2.2 跨界区域 

2.2.1 区域 

研究跨界区域地质旅游，首先需要对区域进行界定。目前关于区域的界定

有多种结论，有些学者界定为地理区域，有些学者界定为行政区域，有些学者

界定为经济区域。关于区域的概念至今尚无一个统一的定义。 

西伯特认为区域是一个中间范畴的概念，它介于无空间维的总量经济与定

义为一系列空间点的高度分散的经济体系之间，是一个类似于部门的中间范畴，

它使得人们可以对众多单个企业做某种程度的总量分析而无需对整个国民经济

做全面的总量分析，区间的划分带有极大的随意性
[167]

。J.R.布代维尔

（J.R.Bouldeville）将区域分为均质区、极化区和规划区
[168]

。 

陈秀山和张可云认为区域不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国民经济中的一个地区，

它同另外的地区之间不存在边界和相应的经济上的壁垒；“区域”也不是指一个

点，不是指一个城市、一个地方或者一定的区位，而是若干个点的总和；区域

不是从给定的行政区划单位出发，如乡、县、市等，而是根据一定的指标把这

些单位加以综合。因此，他们认为区域是一个变化的构架，它必须符合研究任

务提出的要求来加以定义。区域经济发展是指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结构的演

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结构的演进是相互关联和互动的。

经济总量的增长为结构调整、转换和升级提供了经济基础；结构严谨则增加了

资源配置能力，提高了资源利用的投入产出效率，实现经济总量的更快增长。

区域经济发展的 终目标是实现区域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和谐及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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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169]

。 

涂人猛（1994）认为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仅处于被动应用的地位，

在旅游学研究中没有明确的界定。特别是很多学者将区域作为标识其研究问题

的特性或分析问题的工具，区域仅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没有明

确的边界划分
[170]

，这使得跨界区域旅游曾一度和区域旅游概念混淆。 

李亚兵，肖星（2005）认为，区域是指人类经济活动所占据的空间范围。

空间是区域的本质特征。区域按照空间范围大小有不同的层次和等级。区域还

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结构主要是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区域功能对内表现为

组织区内的资源配置经济活动，对外表现为国民经济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它并不是指单纯的自然地理区域 ,也并不一定与行政区域相重合 ,它首先

考虑在区域共同利益基础上的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
[171]

。 

虽然各学科对于区域有不同的理解,但一般可以认为,区域是地球表面占用

一定空间的、以不同的物质客体为对象的地域结构形式，区域的基本属性包括

空间性、具有范围和界线、具有一定体系结构形式、客观存在性等(崔功豪

等,1999)。薛莹(2001)在对区域概念进行讨论时也指出区域具有空间性、整体

性、层次性、内部相互联系、受外部环境影响等特征。因此,一般说来,我们可

以将长三角视为一个区域,将珠三角、大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视为一个区域,但

是显然不能将内蒙古加上澳门视为一个区域。这样,长三角旅游合作、珠三角旅

游合作等可以视为区域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合作,而内蒙古和澳门的旅游合

作则应视为区域之间的合作
[172]

。 

因此，从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区域一般指在地理位置上相连，

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地质特征和地理特色的地域空间。由此可知，区域一般具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是空间性。任何区域都占据一定的空间，区域总是

和占据一定的空间相联系，这种空间既指地表空间，也指地面空间，同时也包

含地下空间，具有空间的立体性。其次，区域具有地缘的连接性。在区域的空

间范围内，同一区域的地缘位置是以一定的方式连在一起的，区域的空间成为

一个统一的整体，例如，在区域的类型上常有板块型区域、流域型区域、线形

区域之分，但他们都是以相连的因素为手段联在一起，从而使区域具有整体性

特点。第三，区域具有地质特征或地理特征相同或相似性的特点。并不是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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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的地理空间都能成为一个统一的区域，构成区域的重要因素是区域内部有

相同的地质或地理特征，从而使其内部具有地理构成的相似性。 

2.2.2 跨界区域 

跨界区域一般是指在具有相对完整的区域中被行政边界所分开的区域，严

格地讲，跨界区域从属于地理区域，只是由于历史原因或政治原因而人为地把

地理区域分割开来，从而产生跨界区域的现象。从地质的完整性和地理特征的

相似性而言，跨界区域属于统一的地理区域范畴，但是，由于区域内存在行政

边界，因此，跨界区域又可产生不同的跨界行政区域，跨界行政区域在管理上

和经济发展上从属于所在行政政策和措施，因而发展是不一致的。前文提到，

我国内陆的行政边界很长，30 个省际边界长 52000 公里，包括了全国 39％的县

区。为数众多的行政边界地区有着良好的旅游资源或景区，其中 30％以上的自

然保护区分布在行政边界区[12]。 

2.2.3 跨界旅游区域 

2.2.3.1 旅游区域 

旅游区域主要是指从事旅游活动的空间范围，关于旅游区域的概念不同的学

者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界定，有的从旅游者角度界定，有的从旅游开发者角

度界定，有的从旅游资源角度界定，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资源角度界定旅游区域：陈传康(2004)认为旅游区域是在旅游资源分布

相对一致的空间内，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依据自然地域、历史联系和一定的经

济、社会条件，根据旅游者的需要，经过人工的开发和建设，形成有特点的旅

游空间，即各种类型的旅游区，以吸引旅游者在一定区域内旅游
[173]

。这一定义

是对旅游区域较早的一个系统定义。 

骆培聪（1997）认为按照旅游资源分布特点及其地域分异规律，现代区域

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以旅游中心地(如旅游城市)为中

心，将邻近地旅游景区(或景点)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合

作，达到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地目的
[174]

。 

从空间特征的角度界定旅游区域：涂人猛（1994）认为区域旅游是指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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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存在的旅游活动及其经济关系的总和，它是一种以区域作为相对独立的单

位，接待旅游者并组织安排旅游活动的经营服务方式。它以客源集中的中心城

市或者名胜风景区为依托，根据区域内的旅游资源、交通条件、地理位置、行

政区划等因素，按旅游经济活动规律，全面安排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景点和设

施的建设以及旅游商品的生产供应，以取得 理想的经济效益[170]。 

从旅游管理的角度界定区域旅游：郑耀星认为从国内旅游管理的角度来看，

旅游区域是某一确定的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旅游行业整体空间，由该行政区域的

旅游业主管部门实施行业管理。区域的等级大小虽不同，但区域的范围是明确

而固定的。从旅游产品内容的角度来看，区域旅游相对于专门旅游而言，内容

丰富多样，以区域旅游吸引物的整体来吸引游客，与呈线状的专项旅游空间特

征相比，区域旅游是地方旅游发展成熟的阶段，这是相对于以零星分散、单项

开展旅游业为特征的地方旅游发展而言的
[175]

。 

2.2.3.2  跨界旅游区域 

尽管跨界旅游区域从属于旅游区域，但由于旅游区域跨越几个边界地区，

因而其概念迄今没有明确单独界定，但与此有关的概念经常出现在相关的旅游

研究文献中。 

从区域旅游合作的类型上界定，吴军（2007）认为根据进行旅游合作的地

区在空间上是否连续,可以将区域旅游合作划分为板块型和非板块型两种类型。

板块型,即合作地区间空间上连续,存在共同边界。该种类型的区域旅游合作方

之间往往具有相通的文化传统、相似的旅游资源和相同的客源市场。例如青海

和西藏之间的合作(1999)基础就是共同拥有以青藏高原为特色的旅游资源。非

板块型是指合作地区之间空间上不连续,没有共同边界。该种类型的区域旅游合

作往往基于合作双方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资源优势和客源市场。例如内蒙古与澳

门的合作(2002),两地旅游产品各有特色,可以吸引彼此的本地客源;澳门在人

力资源培训、资本运作上的优势能弥补内蒙古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在所有

区域旅游合作中板块型占 55·56%,略占优势,非板块型占 44·44%[126]。 

从区域旅游概念的总结中，有人认为跨区域旅游重点是个“跨”字，即跨

越两个或多个区域(一般为国家或行政区)。人们把旅游空间划分为大、中、小

三个尺度，各尺度所涉及的行政区划以及地质特点如表 2.1 所示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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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三个尺度空间行为所涉及的空间大小比较表 

跨区域尺度大小 涉及的空间范围 地质属性 

大尺度 省际、全国、国际 复杂性 

中尺度 省内、地区(市)内 多样性 

小尺度 县(市)内、风景区内 单一性 

 

从区域旅游合作的角度看，田世政(2001)认为跨界旅游区域指在一定的地

域范围内，打破行政区划界线，根据旅游资源的内在联系和地理空间的邻近性

等，加强区域旅游业的联合与协作，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共同开发优势资源，

共同开发旅游市场，树立区域统一的品牌形象，实现“资源共享”、“市场共享”

和“共荣。
[177]

”薛莹(2003)认为区域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主体，从各自

的利益出发，依据一定的协议章程和合同，自愿进行的协作性和互利性的旅游

经济活动，是一种自利性和互利性相统一的协作关系
[103]

。 

从国际跨境旅游合作的角度看，赵明，郑喜（2004）指出：从地理区位和

地域空间组合的角度对跨境旅游资源加以界定,主要是指资源自身自然环境或

其他要素的整体性被自然或人为的国界分割为两个国家或多个国家所有,可用

来规划开发成为旅游消费对象的各种资源的总称。跨境旅游资源作为一种特定

的资源类型,固有的特征就是自身结构的不完整性和内部组成的差异性。例如,

中俄界江黑龙江,以江的中轴线把流域系统分割成中俄两个国家所有,每个国家

占有流域的一部分,使其难以实现流域系统资源整体开发与社会发展。同时,两

国不同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使界江两岸呈现典型的景观差异,又极具旅游开发

潜力[128]。 

从跨区地理属性来看，跨界区域旅游指在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下，往往

形成一些景观相对集中的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资源富集区往往横跨几个地域

毗邻的行政区域，旅游开发形成相互独立的旅游亚区，其整体称之为近域旅游

区。然而受行政区划分割，整体规划难以实施，各旅游亚区分散经营，产品趋

同及对客源市场的恶性竞争，不利于区域整体的旅游发展[16]。  

本文认为跨界旅游区域是一种大尺度空间的旅游区域，它涉及到两个或多

个行政区域。这种跨界区域旅游主要从旅游经营者的角度界定，而不是从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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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角度界定。由此将跨区域旅游定义为:为加快旅游业的发展，不同地区

之间的经济主体，打破行政区界限，相互协作，联手制定旅游规划、开发旅游

资源、开拓旅游市场、打造旅游形象、经营旅游活动， 终实现互惠互利的跨

区域旅游整合，从而达到提升协作区域旅游品牌经济效益的目标。 

2.3 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 

一般而言，地质遗迹并不等于地质旅游资源，地质旅游资源的产生和形成

需要一定的条件。将地质知识转变为创新知识的途径之一,就是把各种各样的地

质现象转化为地质旅游资源——地质现象的资源化过程。目前,我国已成功地把

焦作云台山、济源王屋山和登封的中岳嵩山开发为世界级或国家级地质公园
[10]
。

过去，将地质遗迹作为一种孤立的地质现象，对其认识局限在解释上，随着认

识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认识到地质遗迹是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有自然资源的基本属性。地质遗迹资源既可以供人们研究，又可以通过适度开

发成为供人们参观、开展科普教育的基地，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是社会的宝贵

财富。从广义上讲，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自然资源都是地质遗迹资

源；狭义的地质遗迹资源指追溯地质历史、地球演化和生物进化的地质剖面或

古生物化石，具有重大科学研究和观赏价值的地质景观、矿物、宝玉石等及其

典型产地，及有独特医疗、保健作用或科学研究价值的温泉、矿泥，具有科学

研究意义的地质灾害遗迹等
[83]
。 

什么是旅游资源？严格来说没有一个严格的界线，有人认为差异就是旅游

资源，“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旅游者 愿感受的是旅游目的地的全方位差异。

譬如,乡村老太太身上的大襟褂子,老头手中的大烟袋,光屁股的小娃娃,村姑羞

涩的脸蛋,少妇手中的鞋底子,全村人好奇的目光以及他们的行为习惯、房舍服

饰、居住饮食对城里人来说都是旅游资源。因此,大量的社会事象(如民俗活动、

宗教祭祀)、社会活动(如节庆活动、体育赛事)都是旅游资源,都可以转化成旅

游产品，可惜我们并没有把它们列入旅游资源的行列!我们要把研究差异作为研究

旅游资源的首选,好好地对“差异”进行认定与分类,以便对社会旅游资源加以充

分利用
[130]

。 

在旅游业发展的早期，人们通常把自然风光、文物古迹等看作是主要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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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资源；也有人把繁华的城市、偏僻的乡村、著名的工艺品、风味食品、风土

人情等看作是旅游资源；有人认为居民也应看作是旅游资源，甚至有可能是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 大的旅游资源，因为旅游者总是喜欢到那些居民热情好客、

文明友好的地方去旅游。比如美国的夏威夷，当地居民就以热情好客为旅游者

所称道，旅游部门就把他们的热情好客的居民也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来开

发。旅游业由于其独一无二的产业特点，使得它从一开始要素资源的范畴就相

当的宽泛，似乎凡是经过开发能够吸引游客的东西都可以称作是旅游资源。 

在一些地方，自然界和社会历史虽没赋予它能吸引游客的旅游资源，但它

可以人为地去搞一些景点或者活动，去创造旅游资源。旅游业的这种可以人为

地创造要素资源的特性，与传统产业消耗要素资源的特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理论界越来越认同旅游资源是由旅游地资源、旅游服务及其设施、旅游客

源市场三大要素构成的相互吸引、相互制约的有机系统，是有关这三大要素相

互间吸引的总和。在旅游资源系统中，三大要素又各自由多种因素组成，从而

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旅游资源体系。如旅游地资源就包含了自然风景资源、人文

景观资源、主题公园、旅游地服务及设施条件等因子；旅游服务与服务设施又

包含了宾馆饭店、旅行社、旅游交通、旅游商品、旅游线路等因子；旅游客源

市场则包含了客观市场分布、结构、流向、流量等因子。一般认为，凡是能为

人们提供旅游观赏、知识乐趣、度假疗养、娱乐休息、探险猎奇、考察研究以

及民间友好往来和消磨闲暇时光的客体和劳务，都可称为旅游资源。中国科学

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1986 年在利用微机建立中国旅游资源信息系统时，把旅游商

品、旅游设施和交通设施也都列入了旅游资源的范畴。 

因此，旅游资源的核心要点是对游客具有吸引力和开发后能产生效益，那

就是说只有能转化成旅游产品的才是旅游资源。但是我们在认定时往往是就资

源说资源,只要对人(可能是极少数专业人员)具有观赏性、研究性就认定为旅游

资源,而不是从可否转化为旅游产品来认定旅游资源
[178]

。 

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是指处在跨界区域内能够引发旅游活动的各种因

素。不少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资源、景区，不论是正在开发、还是尚未开发的，

大都是跨越了行政边界的。如重庆与鄂西交界处的大三峡旅游区、晋陕交界处

的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陕晋豫交界的黄河大拐弯旅游区、滇川藏交界的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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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拉生态旅游区、湘桂交界处的食山——八角寨丹霞地貌风景名胜区、湘鄂

渝黔交界的大武陵源土家族苗族民族风情旅游区，等等[13]。此外，还有数量众

多的旅游风景区本来位于某一行政区域范围之中，但却被该行政区的下级行政

单元所分割，如大湘西旅游区、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等。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

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价值具有原生态性。跨界区域处在远离中心城市的边缘地带，中心城

市的辐射力难以达到该区域，因而在经济发展、信息传递、产业升级等方面都

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由于跨界区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区域内的旅游资源受

到干扰的影响比较小，区域内保留了丰富的地质景观、生态环境以及浓郁的民

族风情，并能够以一定的自然状态存在，因而具有原生态价值。从旅游角度考

虑，边界地区由于较少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而得以保留了优美的自然风景和良

好的植被覆盖率、天然的生态环境和浓郁的民族风情,一旦这些环境资源要素

被视作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利用,即可形成与都市旅游相提并论的生态旅游目的

地[14]。 

（2）状态具有分割性。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由于存在不同的行政边界之

中，使得旅游资源在空间赋存上具有客观的整体性,在开发上具有主观的选择性,

现实中这种“整体性”往往被“选择性”打破[15],使资源的存在状态具有分割性

的特点，如何开发边界地区分割的地质旅游资源,使其发挥整体性的优势是理论

需要探讨的问题。 

（3）开发具有不平衡性。从总体而言，边界地区往往成为受到冷落的地域,

甚至某些边界地区处于各自行政区经济发展圈以外的真空地带。但由于跨界区

域地质旅游资源处在不同的行政区域，受到行政区划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

的制约，各方的发展程度是不相同的，有的发展较快，有的发展相对缓慢。 

（4）地质资源开发的冲突性。由于边界地区在旅游开发方面的优势已被人

们所认识,原先不受重视的边界地带的共有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竞争和“争夺”。

八角寨丹霞地貌风景区,成为广西资源县和湖南新宁县的关注焦点；大别山主峰

天堂寨成为安徽金寨县与湖北英山县、罗田县的“争夺”对象,皆为例证[14]。行

政区划及其利益诉求的差异,使边界地区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陷于困窘境地。一

方面,边界地区各自为政,旅游项目重复建设、景点克隆、宣传各唱各的调,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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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诋毁,另一方面,边界地区意识到必须加强合作,但茫然于可操作的路径。因

此,如何开发边界地区的“共生”旅游资源,是理论与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15]。 

2.4 产业化整合界定 

2.4.1 产业 

产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看，产业指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从生产

到流通、服务以至于文化、教育，大到部门，小到行业都可以称之为产业。从

狭义上看，由于工业在产业发展中占有特殊位置，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密切

相关，产业有时仅指工业部门。产业经济学中研究的产业是广义的产业，泛指

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 

所谓“产业”,本来意义是指国民经济的各种生产部门，有时也专指工业。

后来随着“三次产业”的划分和第三产业的兴起，则推而广之，泛指各种制造

提供物质产品、流通手段、服务劳动等等的企业或组织。“产业”这个概念是属

于微观经济的细胞与宏观经济的单位之间的一个“集合概念”,它是具有某种同

一属性的企业或组织的集合，又是国民经济以某一标准划分的部分的总和。产

业的产生与发展因产业的不同而有不同表现[131]。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轨迹可循，

而经济规律又总是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力引起的，作为经济发

展重要体现的产业发展基本情况也是通过产业的需求与供给的规律矛盾运动推

动产业不断向前发展。产业发展的一般轨迹如图 2.1 所示。 

 

                                    

 

 

 

 

 

 

图 2.1 产业发展一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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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产业是产业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通过人类专门劳动投入而进行的自

然资源社会再生产活动，其产品大都不能直接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而要

经过进一步的开采、加工才能利用。但通过其产业活动，可加快自然资源更新、

增殖和积累的过程，提高自然资源的再生产能力，增强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

调持续发展的能力。在日常经济活动中，资源产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资源

勘探普查业，如地质勘探、水资源勘探、土地资源普查等，旨在发现新的资源，

扩大资源的种类和数量，使自然资源异地再生；二是资源更新(或再生)业，如

土地资源的保护、育苗营林、治理污染、净化环境等，旨在通过人类劳动的参

与促进自然资源的再生产过程，增加资源数量，提高资源质量。一般资源产业

的类型和主要内容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几种主要资源产业形态及产业内容 

资源产业类型 主要活动内容 

气候资源产业 开发利用光、热、水资源，防御灾害性天气，人工控制和改善小气候

水资源产业 开辟新水源，保护水资源，防止水污染，调节水资源时空分配 

土地资源产业 开发宜农荒地，保持水土，复垦土地，改善土壤，提高土地生产力 

生物资源产业 育苗营林，育种营草，防治病虫害，保护和人工繁殖野生动植物 

矿产资源产业 综合勘探，评价和保护矿产资源 

能源资源产业 勘探、评价能源资源，营造薪炭林 

旅游资源产业 调查、评价和保护旅游资源 

2.4.2 产业化 

产业化是从“产业”的概念发展而来的，实际上“化”的意思都是大体相同

的，是指要形成社会普遍承认的规模程度，通行法则和在全社会范围内达到通变，

以从质的规定性上达到提倡的目标。有人认为，产业化，实质上是集约规模化，

就是说要实现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只有集约规模发展，才能增强适应市场

变化的弹性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提高市场占有力和竞争力[179]。 

    一般意义而言，“产业化”即是指要使具有同一属性的企业或组织集合成社

会承认的规模程度，以完成从量的集合到质的激变，真正成为国民经济中以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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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划分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化的基本特征：（1）面向国内外大市场；（2）

立足本地优势；（3）依靠科技的进步，形成规模经营；（4）实行专业化分工；

（5）贸工农、产供销密切配合；（6）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开拓市场、引导生

产深化加工、配套服务功能的作用，采取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产业的形成和发展，都依赖于对构成

该产业的要素资源的产业化开发。产业发展的进程，取决于要素资源的丰歉程

度和产业化开发技术水平的高低，而随着人类整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化

开发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的不断发展、成熟，要素资源的范围

必定会得到一定程度地拓展。在一定意义上，要素资源范围拓展的程度，反映

着该产业生命力的大小。 

旅游经济的发展壮大也是旅游产业化发展的结果，是旅游产业供给因素与

需求因素互相作用的过程，是两因素动态平衡的过程。旅游业在发展初期，往

往是资源促动型，只要有独特的资源，就能抵减经济的暂时落后所带来的弱势，

业内人士称其为“飞地”，即可以暂时不要坚实的经济基础，甚至有人称其为“扶

贫产业”。然而，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旅游接待人数的日益增多，接待设

施和服务设施就必须跟进，因而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一阶段是产业内部规

模增长阶段。而旅游产业要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区域的支柱产业，对旅游产业的

要求不仅仅是规模上的扩大，还应该有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

旅游产业的健康稳步发展，而这些要求反过来便使整体社会，尤其环境对旅游

发展的影响日益突出
[180]

。 

2.4.3 产业化整合 

2.4.3.1 区域旅游整合 

“整合”一词，源于英文中的“Integration”，其含义为“一体化”。在系

统论中，整合是指某一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分系统通过互相依赖、互相关联而

形成的一体化整体的过程或这一过程的终极状态。尽管“协调”和“一体化”

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替代“整合”，但是，整合”比这两个词更具有包容力、灵活

性和力度，它不仅是被整合者的相互协调，还包括磨合、调控、约束甚至限制

等方面的含义。有人从区域经济角度阐述了整合的内涵，认为区域经济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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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打破行政区划的人为界线，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

影响，实现区域经济系统中的各实体要素以及与运行环境间的重新优化组合，

使系统内的各种流，包括资金流、信息流、物流、人才流、技术流等的输入输

出实现更加畅通、更加有序的流动，经济结构更趋合理，使经济区得到充分的

发挥， 终达到区域经济整合的理想状态，即区域经济一体化
[181]

。 

马艳，汪淑敏及杨效忠认为，区域旅游系统整合就是把区域作为一个整体，

从整体出发，从各个旅游子系统部分之间相互不整合入手，通过内外的协调机

制，在不同纽带连接下形成一个整体，从而实现系统功能一体化的协调过程
[182

－183]
。黎万山认为区域旅游整合是指不同区域范围内的旅游系统中各旅游要素相

互吸引、凝聚、协同、融合的趋势或状态，其结果是形成有一个跨区域的、具

有新结构、新功能的旅游系统或旅游地域综合体
[184]

。该旅游系统将具有原来各

自系统不具备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将产生更大的旅游综合效益，为区域全面发

展做出更大贡献。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论述，被以后的很多文献沿用。黎万

山将区域旅游整合理解成为区域间的整合，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在整合目的的

表述上隐约代表了某种“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区域旅游综合效益会得到提

升。 

因此，有学者认为区域旅游整合应该是在区域间而不是区域内，区域内属

于“统合”，而不是“整合”的范畴，“统合”所用的手段是行政命令、执行

令，而整合所用的手段多是采用协议、盟约等，且“整合”更强调参与者之间

的互动性与某种可能的结果。旅游的整合狭义上来讲，可以理解为旅游业部门

之间的整合，广义上来说，可以理解成旅游产业相关部门之间的整合。通过对

概念的拆分剖析，作者将区域旅游整合定义为；为了达到特定目标(经济利益的

需要、旅游形象的需要、旅游产品的需要、区域旅游结构优化的需要等等)，以

参与整合的区域为单位，在各区域中选择相关独立的整合者，以某种方式进行

横向契合，使之成为能够满足旅游者要求的新的旅游供给组合
[185]

。 

由上可知，区域旅游整合是以一定目的为导向，相关旅游主体运用旅游系

统要素，协调各种机制，一定程度实现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过程。区域旅游整合

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特点：首先，区域旅游整合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有长

期的战略性的优化旅游产业结构的需要，也可能只是短期的经济利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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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须在任何时候提升到战略的高度。其次，参与区域旅游整合的单位具有

一定独立性，需要通过区域间的整合对各单位有待整合的要素进行重新组合，

使之在基本保持原来整体状态与主要属性的前提下，组合为能够满足旅游者需

要的新的要素。然后，区域旅游整合并不完全遵循严格的科学规律，有极强的

艺术性，因此，系统论、系统优化等科学方法并不完全适用。 后，区域旅游

整合一定是横向的跨部门、跨领域进行要素重构的过程，如果是控制范畴之内

的领域，则不属于整合的范畴，而是统一安排、调度指挥的问题。通过整合形

成的旅游资源和旅游要素，和通过总体系统化创建的资源和要素不同，它仍然

是可以拆分的，可以重新进行新的整合。  

2.4.3.2 产业化整合 

产业化整合就是以产业化的视角对整合对象进行规划、协调、优化并使之

成为整体以产生优化效益的过程。产业化的主要方式有产业重组、产业优化、

产业布局调整、产业关联以及产业的投入与产出分析等，这些手段对跨界区域

旅游资源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产业化整合，可以充分发挥跨界区域

旅游资源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并把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向产业优势和经济

优势转换。 

产业化整合具有整体性特点，旅游资源产业整合的整体性是指产业的前向

整合、后向整合和旁侧整合。在旅游业发展的初期阶段，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

测算与统计中，被认为是关联率不高的产业。在年度的统计当中，源于旅游业

的收益或价值对产业贡献的界定模糊。现在，旅游业已经成为关联性较高的行

业。 

旅游产业是一个基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状况的产业，一个基于政治、

环境、文明发展程度的产业。旅游产业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水平，促进人们

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类文明的传播，促进国际交流等方面有其他产业不可比拟

的作用。但是旅游业的旁侧关联度的计算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这里涉及到诸

如“国家”、“文化”、“意识”等上层建设范畴的概念，较难用经济学的手段来

衡量产业在这方面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卫星账户”的建立与不断完善以及账户

数据的分析和利用，将对真正确立旅游产业的产业地位，是产业整合的一个积

极行动的体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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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 

旅游业是新型产业部门，它具有不同于一般产业或行业的特点，无法套用

标准的产业分类体系。旅游业属于部门间有一定关系，在不分化(也不可能分化)

的条件下以某种中介关系联系起来而形成的新的产业部门。旅游业本身在体现

关系的内约束上是松散的、不确定的，它的边界是模糊的。通常我们对产业的

划分是供给取向的，即以经营相同的业务或生产相同的产品为标准。而联结旅

游主体(旅游者)和旅游客体(旅游对象)的旅游业，是为旅游者提供所需产品和

服务的产业，本质上是满足旅游者需求的各类相关企业构成的集合体。它涉及

众多的行业和部门，但并非这些行业或部门整个都属于旅游业，只有那些聚集

在同一旅游区域内，为旅游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和部门，才属于旅游业的

范畴。 

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是把旅游资源作为整合对象，运用产业化手段提高区

域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益和产业水平。整合强调“整体大于个体之和”,其理论基

础是系统理论的系统观,其客观物质基础是地域毗邻而相异的旅游资源。整合强

调整体利益的发展和控制。由于跨界区域旅游资源相似性与相异性并存的情况

是很普遍的，根据相异或相似的旅游资源空间开发上相异的整合、相似的竞合,

形成一种整体调控下的整合动态系统,将近域旅游区的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和各

利益主体的互利互惠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把推动和实现区域旅游资源一体化

作为实质,以近域旅游区的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产业化整合的实施是基于区

域旅游资源的特色(相异性)和共性(相似性)赋存状况,通过客源市场的统一开

发和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整体共建,在行政调控、市场统一与细分、产品功能互补

和联合开发、旅游产业集团化等竞争合作机制的作用下,合力推出特色显著、主

题鲜明的旅游产品, 终实现区域旅游发展的一体化(如图 2.2) [11] 。 

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是区域整合的具体化形式，区域整合必然要运用相关

资源和产业手段进行经济协调和要素配置，从而使之不断发展。区域整合一般

指毗邻国家和地区加强经济联系，注重协调与合作，以科学机制发挥区域 佳

效率，形成区域整体合力。新功能派理论作为区域整合理论的 具代表之一，

对于解释区域整合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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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区域旅游一体化模式 

 

在跨界区域，旅游产业按照区域一体化的目标要求，围绕区域旅游资源的

开发整合为核心，充分发挥和利用制约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各种因

素，主要是各种旅游资源、旅游企业、旅游非营利组织、跨界区域行政机构、

社区居民等，以产业化整合机制和具体整合措施，遵循整体性、市场性、竞争

性和可持续性的原则 终形成跨界区域旅游市场和旅游产品。其整合模式如图

2.3。 

 

 
 

图 2.3 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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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合机制 

3.1 旅游资源整合机制 

3.1.1 整合机制内涵 

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必须使其发挥应有的价值，由于地质旅游资源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和一定的区域内是孤立存在的，因此，根据认识能力的提高和科技

的进步对地质旅游资源进行整合性开发显得非常必要。从对地质遗迹资源的认

识来看，地质遗迹资源经历了三个阶段：作为孤立的地质现象解释——科学研

究——科研科普以及地质旅游，直到第三阶段，人类才认识到地质遗迹是一种

特殊的宝贵的自然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劳动一直附加于其中，主要表

现为脑力劳动。地质遗迹资源价值主要是由自然属性及科学属性决定的。地质

遗迹表现出资源的特征和性能，地质遗迹资源的自然属性是其他属性的基础，

社会属性是人类赋予的附加属性，它建立在其他属性基础之上；地质遗迹资源

的经济属性是其社会属性的附加属性，由于人的劳动附加于其中，附加于景区

之中，间接地产生或提高经济价值，其经济属性是使用价值和价值属性的统一，

价值属性在社会属性中得以实现；环境属性是自然属性的扩展属性，由于地质

遗迹有时塑造景观的本身，有时形成地貌衍生的骨架；科学属性是其自然属性

的拓展，是人类附加劳动的基础，是其经济属性的基础。与矿产资源、水资源

等自然资源相比，地质遗迹资源突出的特点就是不需要消耗资源本身，通过不

同角度挖掘科学意义就可使其发挥科普、科研、旅游等功能
[83]
。由此可以看出，

地质旅游资源的价值挖掘，首先需要识别地质旅游资源的属性，同时必须把地

质旅游资源和其他旅游资源充分有序组合，通过人类的劳动和创造，形成具有

吸引力的旅游景区。地质旅游资源的整合需要一般整合机制的指导，了解一般

旅游资源的整合机制对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的整合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85)的解

释，机制有 3种含义:(1)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2)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

互关系。(3)泛指一个复杂的工作系统和某些自然现象的物理、化学规律。也叫



 

 49

机理。区域旅游整合机制中的机制可以理解为上述第 3 种含义中的复杂工作系

统。因此,简单地讲,区域旅游产业化整合机制也就是指运用产业的相关技术使

区域旅游相互作用并使之协调发展的工作系统，包括这一系统各种构成要素之

间的联系和互补作用。由于区域旅游整合行为的产生与发展涉及诸多方面的因

素,因此，产业化整合机制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 

旅游资源区域整合是为旅游发展战略规划和旅游空间布局规划服务的,是

区域旅游规划中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程。旅游资源的区域差异是客观现实，这

种差异通常表现为旅游资源的空间极化现象[186]。整合是对区域性旅游体系进行

系统化的规整，是对某一旅游区域空间内各地方旅游资源进行优化，从而实现

整个区域空间内旅游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区域旅游资源整合应根据整体性、兼

容性、服务性和适应性的要求，实施“合纵联横、优势互补、深度开发、整体

推进”的战略，加强区域性的旅游资源开发合作，设计组合区域性的旅游产品，

建立多元化的区域旅游市场网络。 

产业化整合机制系统性特点主要是：一方面表现在旅游业是向旅游者提供

服务的行业，它主要由旅馆业、饮食业、交通客运业、旅行社与游览娱乐单位

组成,它是国民经济中有关部门或行业的边缘组合，它的主要职能是向旅游者提

供进行旅游活动所需要的旅游对象物、产品和服务。只有各相关行业发挥作用

并能相互配合，才能促进旅游业的正常发展。因此，旅游业的发展必须协同相

关联行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表现在资源存在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开发资源途径的多样性上。

区域旅游资源整合开发是根据区域旅游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旅游市场的供求情

况，以增强区域旅游竞争力为核心，对区域内各种相关资源要素进行整体规划、

系统开发和联动开发，使之成为具有统一功能的整体，从而实现区域旅游资源

市场价值 大化和综合效益 大化的过程[101]。 

跨界区域之所以进行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贝塔朗菲给我们提供了相应的

理论依据，他认为，系统质不等于构成该系统各要素质的代数和。当系统内部

各要素间结构合理、彼此协调一致时，能够产生功能互补，达到整体大于部分

之和的效应。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单个旅游主体就如同单个要素一样，有各

自的特点和功能，但只有把它们整合在一起，才能产生额外的收益[187]。跨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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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旅游资源开发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之所以需要产业化整合，主要是因为旅游区

域内部存在许多制约旅游业发展的问题，有学者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资源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跨界区域旅游资源由于常处于同一地质构

造体系上而表现出自然旅游资源的相似性，而由于地形、政治、文化等的阻碍

又产生了部分自然景观及人文景观一定程度上的异域性；与此同时,相似性和相

异性是一对关联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相似的特点,一旦范围条件发生变

化而又体现出相异性,二者是可以相互转换的。由于旅游空间系统是多元开放的

复杂系统,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差异，差异的存在是整合的内在基础，区域的整合

基于资源和设施的互补和共享,是形成资源有序开发、空间布局 优化和经济效

益 大化的必要途径。整合并不排斥竞争与合作,一旦整合方式合理,合作与竞

争是形成有序的积极因素；无论是相似的还是相异的旅游资源的整合，其实现

资源有序与 优化的必要途径是整合机制，整合的可调运动时时刻刻体现着协

调控制、一体化的整合思维。 

其次，旅游产业结构需要优化。从旅游产业结构看表现在旅游产业结构不

合理，产业整合度低，在旅游运行六要素之间的整合缺乏有效的产业政策指导，

其中购物、娱乐的收入份额长期偏低，导致总体消费水平难以提高。旅游资源

开发总体水平不高，主要表现在：规划意识不强，实施规划力度不够。有的地

方对规划审批把关不严，旅游规划和项目策划总体水平不高，旅游产品的市场

化程度低，一些产品雷同，有的甚至是低水平重复，不少产品创意缺乏深度、

对目标市场的把握、技术含量的追求和文化主题的塑造均不到位，旅游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不高。 

第三，旅游产品结构不够合理，旅游产品开发长期停留在观光旅游产品，

而休闲度假产品、有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满足新的市场需求的特种旅游产品

偏少。同时，旅游投入侧重于设施投资，对旅游资源开发的投入偏少。缺乏重

大的、有牵引力的大项目。 

第四，从旅游发展区域布局来看，旅游发展不平衡，旅游网络不健全。区

域旅游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第五，从旅游产业组织来看，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整合度低。主要表现

在旅游业运行六要素之间的整合缺少有效的产业政策指导。旅游企业发展受限，



 

 51

市场竞争力弱。散小弱是我国旅游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我国现代

旅游企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市场进出壁垒多，尚未建立有效的优胜劣汰机制，

而且资金市场的不完全使大企业的扩张受限
[4]
。因此，需要运用完整的整合机

制体系，优化区域旅游资源产业结构，促进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发展。 

3.1.2 旅游资源整合机制制约因素 

在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中，资源的禀赋和资源的差异化对资源产

业的整合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是能否进行产业化开发以及开发程度的基础因

素，同时，由于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地方利益竞争以及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等

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使得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面临许多制约因素，分

析这些制约因素的作用，对于形成整合机制具有重要作用。 

3.1.2.1 资源禀赋制约 

加强区域旅游整合的主要途径就是对旅游资源进行跨区域的优化配置，实

现旅游产品的空间结构优化。因此，区域内资源的多少、分布状况如何、资源

的构成等特点直接决定着整合步骤和方式。并通过整合将同类旅游资源产品做

大、做精，使资源要素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力得到充分的发挥，资源得到充分的

利用，从而带来单个地域单元独自开发资源所无法获得的规模效益。对具有互

补关系的旅游资源，进行地域旅游资源重新优化整合，实现叠加效应，从而增

强区域旅游产品的吸引力。 

3.1.2.2 行政区划的制约 

行政区划是国家按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需要，遵循有关法律并综合考虑多

种客观因素所作的行政分级划分。而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多存在区域边际共生性

特征，即旅游资源的空间地域可能位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行政区的边缘地区。

这种为多个行政区分别拥有的旅游资源极容易引起关于旅游资源归属权的争

议。同时，由于政治、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因素，一些相同的旅游资源在

同一区域内广泛分布。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各地方为了证明本地区的旅游资源

是“正宗”或“主体”，彼此展开激烈的争吵，使得一些有价值的旅游资源或不

能及时开发，造成资源的闲置；或各行政区纷纷争夺开发时机，项目盲目上马，

造成旅游资源的开发效益降低和无序竞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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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 地方利益竞争 

各地政府在发展旅游业时，很少甚至根本不考虑旅游资源跨区域这一客观

现实，只就本地方所拥有的一部分旅游资源做出规划，并进行开发，甚至是掠

夺式的开发，致使区域旅游资源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同类旅游景点遍地开花，

一些适合区域发展的优势旅游项目得不到很好的开发，使得旅游资源的整体效

应不能充分发挥，不利于跨区域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 

3.2 整合动力机制 

动力机制是区域旅游产业整合的重要内容，但不同的人对动力机制有不同

的理解。涂人猛(1994)认为共生效应、互补效应、整体效应 3 个效应一起构成

了区域旅游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机制
[170]

。尹贻梅(2003)提出旅游空间竞争合作的

动力机制包括:一是提高整体实力,实现全局共赢；二是资源共享,获得成本优

势；三是市场互换,保证稳定的客流量；四是增强抗风险能力；五是营造适宜的

“旅游空间”,迎合旅游需求发展趋势
[188]

。王唏(2005)将区域旅游合作动力机

制的理论基础概括为 4个方面: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理论；地理学的核心—边缘

理论、成长三角理论以及双核结构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产业集聚理论；共生 

 

 

 

 

 

 

 

 

 

图 3.1 斑廊基机构原理 

 

理论、生态位理论和系统学自组织理论等
[189]

。潘顺安、刘继生(2005)针对大湄

公河次区域旅游合作,认为合作开发的动力机制在于 3 个方面:应对经济全球化

的挑战、增强区域的旅游竞争力,获得更大的旅游经济效益,促进区域经济开发

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90]

。吴国琴(2007)认为中部地区旅游合作的动力机制

旅   游 

主体区 

旅  游 

主体区
通  道 

主体意愿 

主体意愿 

自然、社会文化、经济等



 

 53

包括:合力机制；激励机制；利益机制；竞争机制
[191]

。颜泳红(2007)认为区域

旅游合作的驱动机制包括旅游业自身发展的驱动、旅游市场需求多样化的驱动、

政府政策干预的驱动、资源优势互补的驱动、设施共建、环境共享的驱动、对

合作前景预期“共赢”的驱动
[192]

。李永文、张安民以斑廊基机构原理（如图 3.1

所示）表明动力机制有三方面作用组成，它们是：旅游主体的有机啮合力、旅

游主体的通道张力和旅游主体的意愿力
[187]

。 

一般认为，动力机制即对行为成因的概括，对于区域旅游整合的成因可以

根据推拉理论从推和拉两个方面来分析。区域旅游整合的推力因素指的是各主

体的合作需求,而拉力因素指的是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
[171]

。波特教授从竞争力

的角度阐述了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他在其经典的竞争力三部曲——《竞争战

略》、《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中，以创造性的思维提出了一系列竞争分

析的综合方法和技巧，如驱动产业竞争的五种力量（图 3.2）、三种基本竞争战

略（成本领先、标新立异、目标集聚）、国家竞争力模型等，为理解旅游资源产

业化整合动力机制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知识框架
[193]

。 

从旅游空间的扩散角度来阐述旅游发展的动力系统，旅游发展的动力是由

旅游消费牵动和旅游产品吸引所构成的，并有消费引导和发展条件所联系的互

动型动力系统。旅游者在旅游产品的吸引和自身需求欲望的双重动力驱动下，

通过媒介的桥梁作用产生外出旅游行为，大量的旅游者外出旅游就构成了特定

的旅游流，这种旅游动力机制分为供给推动型、需求拉动型和综合驱动型三种

[194]
，其作用远离可以由图 3.3 表示。 

 

 

 

 

 

 

 

 

 

  图 3.2 驱动产业竞争的五种力量（来源：波特，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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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旅游空间扩散动力机制示意图 

其中资源推动型可以细分为资源推动型、经济推动型和形象推动型。资源

的推动是以资源的不断开发、整合为吸引力，吸引众多的旅游者前来观光，其

基本特征是旅游资源的持续深度开发、新产品不断出现和旅游景观空间外延扩

张，通过资源的开发引导游客消费。经济推动型是以发达的经济基础为背景，

为满足游客需求而进行的人造景观开发。形象推动机制是以塑造景区形象为先

导，提高景区知名度和游客认知度，吸引游客，进而加强景区资源开发整合，

这种机制是资源导向的更高层次。 

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动力机制主要指推动区域旅游进行产业化开

发的动力因素，这种动力可以从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进行解释，内在动力主要

指当地政府、社区和当地旅游企业认为进行产业化整合的必要；外在动力主要

是指资源整合的外力推动，如提高区域旅游竞争力的需要，创造区域旅游知名

品牌的需要等。也可以从推动因素和拉力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推动因素主

要表现在整合主体之间的合作需求，而拉动因素主要表现在对跨界区域发展的

内在促进作用，前者主要表现为政府驱动、企业驱动和社区驱动，而后者主要

表现在市场驱动和环境驱动。从表现形式而言，跨界区域旅游整合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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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几种驱动力及其相互作用组成，从一般意义而言，产业化整合的动力是

一个合力过程，动力机制的运作是各种合力作用的结果。 

3.2.1 政府驱动 

政府驱动主要表现在政府对跨界区域旅游业的发展起着促进和主导作用，

这种作用在跨界区域旅游资源的战略合作、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的规划、基

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前期开发资金的筹措等方面体现较明显。这里所称的政府驱

动主要指跨界行政区内政府的联合驱动或是跨界行政区域共同的上一级政府机

构的行政驱动。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实施主体只能是政府,而跨市域的大旅游区

建设的前提就是省政府的支持[186]。跨界区域由于远离行政和经济中心，得到投

资的难度较大，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可进入性差等原因，导致经济落后。

这种恶性循环使得跨界区域很难吸引有实力的投资开发商，因而单凭区域内部

的实力也很难发展，这是很多跨界区域发展 大的瓶颈。随着旅游开发的不断

深入，边界地区因拥有高质量的旅游资源，所以 近几年各级政府都加大了对

边界地区旅游开发的力度，边界地区的可达性和基础设施大大加强，旅游业也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也给当地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使边界地区摆脱了贫

困，更改变了当地的产业结构，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有学者指出，政府之

所以强化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其根本动力是为行政区域内 GDP 的增长负责，因

为在国民经济中旅游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产业，在一些地方政府中旅游

业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通过相关计算得出旅游业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

关关系[187]。设变量 xi为旅游总收入，yi为 GDP，回归方程 Y=a+bx，其变量关系

可用图 3.4 对应关系表示[185]。由此可见，发展旅游业对国内生产具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这也是当地政府机关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跨界区域发展旅

游业对当地经济的增长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政府对旅游业的影响

主要通过旅游规划的编制、实施，旅游政策支持（如旅游项目贷款、税费减免、

土地支持等）的地区倾斜性和对不同地区旅游开发的资金引导等方面，特别是

区域性的旅游规划，为保证规划中总的旅游方向和目标的实现，对旅游系统中

的空间布局必须进行全面部署和重新安排， 终影响旅游者的选择和游客的流

向。具体而言，政府驱动及驱动的方式和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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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驱动整合机制首先表现在旅游政策的制定上，通过适销对路的旅游政

策的制定和实施，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运用政策整合资源产业和区域旅游

业的发展不管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区层面收效都比较明显：例如，新加坡充分

利用税收和购物优惠政策积极整合旅游产业发展制约因素以促进旅游业发展。

一方面利用自由港，综合关税极低的优势促进旅游消费；另一方面，新加坡政

府根据自身资源禀赋较贫瘠的弱点，特别强调发挥购物的优势，鼓励旅游商品

生产企业开发新的、有特色的旅游商品。主要鼓励手段是采取项目开发经费配

套的方法，由政府财政划拨专项补助基金，给通过评审确立为新产品开发的项

目以开发经费 50%的补助。通过优惠的旅游政策使新加坡的旅游创汇构成中旅

游商品的比重占到 45%[4]。 

政府驱动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制定区域旅游规划，通过规划的制定和实

施为跨界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寻找对策。例如，皖北区域地处相对偏僻，跨界

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程度较低，旅游业发展缓慢。针对这种情况，在安徽省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省旅游局编制出《新皖北区域旅游区旅游发展行动计划

(2006-2010 年)》,该计划对新皖北旅游区“十一五”旅游发展的前景和目标提

出要求,制定了皖北六市合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提出了实施方案和行动计划等

等。为实施旅游规划，皖北六市二县已经在资源开发、产品设计、市场定位、

宣传促销等方面达到了行动协议,着手联合开发皖北历史文化访古之旅、淮河风

图 3.4 旅游收入同国内生产总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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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揽胜之旅、淮海战役故地之旅等旅游产品;联合制定区域旅游宣传和市场开发

战略,共同策划组织主题为“欢乐新皖北,魅力文化游”大型宣传促销活动等。 

同时，政府驱动需要为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筹措资金，为旅游业的发展

不断注入活力。一方面,政府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如积极争取国

家在旅游国债、旅游发展基金以及重大项目等方面的支持；还可通过国家相关

政策性贷款,推动基础性项目建设；跨界区域内部各市县也应该加大旅游投资力

度,促进本地旅游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制定政策,鼓励全社会投资旅游

业,逐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旅游经济发展机制。对于一些收益性相对较好的

项目,可以通过国有商业银行或一些信贷机构增加对旅游业的信贷支持。地方旅

游企业应该加入资本运作和招商引资力度,拓宽引资渠道,吸引国内外著名的大

企业、大集团参与重大旅游项目投资。对于农家乐等经济实体,可以大量吸纳民

间资本,鼓励和支持私营在内的各种经济成分兴办旅游经济实体[195]。 

后，设法培育旅游业的竞争优势是政府驱动旅游整合的重要举措。以政

府力量把跨界区域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比较优势原则是建立在生产某产

品的比较机会成本优势上的。因此，跨界区域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本

地区的旅游业，只表明比较优势为其提供可产生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如何在

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外显出竞争优势，这需要政府力量的介入。政府应把财政

资金投向完善制约跨界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上。良好的可进入性和完善

的旅游目的地服务设施，是提升跨界区域旅游业竞争力的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 

3.2.2 社区驱动 

从一般层面讲，旅游在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

作用。旅游业的发展，可以联动地带动当地的就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当地

的整体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社区驱动主要表现为社区对旅游资源开发的推

动力量，在跨界区域这种推动力量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这是因为发展旅游业

对于边界地区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由于边界地

区大都远离各自的经济政治中心，受益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机会较少，导致经济

结构主要以农业为主，层次较低，大多数是贫困县。旅游业以其特殊的连带效

应、乘数效应和提高就业机会的能力，无疑是边界地区摆脱贫困的一条好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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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各地区的真正的自然景观已相对很少，而边界地区

由于其落后且不为人所关注，恰恰保护了丰富的自然景观、生态环境以及浓郁

的民族风情，使其旅游资源品位高。因而发展旅游业被认为是实现边界地区经

济结构调整快速可行的战略。其次，发展边界旅游业是边界地区摆脱贫困，实

现小康社会的要求[196]。发展旅游具有收入的乘数效应，这种乘数效应可以用公

式作如下表示： 

                      (3.1) 
 

其中，K为旅游收入乘数，△Y 为收入增量，△I 为投入增量。根据有关部

门分析测算，旅游直接投入 1 元钱，社会综合效益达 5—7 元。旅游收入的乘数

效应表明旅游目的地对旅游行业的投入所导致的本地综合经济效益 终量的增

加，这对社区经济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197]。 

另外，在跨界区域发展旅游业对于解决当地群众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能吸收较多的劳动力就业，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表

明，旅游业安排就业的平均成本要比其他经济部门低 36.3%[197].据统计，每 1

个旅游直接就业人数,大致可产生 5 个相关就业需求,作为极具关联作用的产业,

能起到“一业带百业”的作用。目前,就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一个极其重要

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每一个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保证社会的安

定。而发展旅游业可以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发展旅游业势必要发展

为旅游业直接或间接提供服务的各行各业,这就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旅游业几十年来的发展,吸收了大量劳动者,开拓了劳动就业的新门路。1999年,

全国旅游业共有各类旅游企事业单位24.92万个,直接就业人数达512.13万人,

间接从业人员达 2 500 万人；2000 年,直接就业人员 564.15 万人,其发展速度

之快,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可与之相比。所以,大力发展旅游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

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有效方法[198]。对全国部分省市旅游促

进就业情况分析，海南省旅游收入已占全省总产值的 14.4%，直接就业人数占

全部就业总数的 3.3%，间接就业达到 11.6%；北京旅游业收入已占全市总产值

的 13%，直接就业占全部就业人数的 4.4%，间接就业达到了 10%；西藏旅游收

入占其全区总产值的 3.8%，直接就业占其全部就业人数的 27%，间接就业达到



 

 59

了 40%（见表 3.1）[58]。 

表 3.1 我国部分地区旅游就业乘数效应 

地区 直接就业人数/% 间接就业比直接就业 间接就业人数/% 

北京 4.4 2.4 10.6 

河北 1.9 5 9.3 

山西 0.4 5 2 

内蒙古 0.1 5 0.5 

辽宁 0.6 5 2.9 

吉林 0.3   

江苏 0.7 5 3.5 

浙江 0.8 5 4 

安徽 0.6 5 3 

福建 0.2 6 1.1 

山东 0.3 6 1.5 

河南 0.3   

湖北 0.15 9 1.2 

湖南 0.1 14.8 1.48 

广东 3.2 5.9 18.88 

广西 0.13 20 2.6 

海南 3.3 3.5 11.6 

四川 0.08 5 0.4 

贵州 0.1 5 0.5 

西藏 27 1.5 40 

陕西 0.22 5 1.1 

甘肃 1.1 2.2 2.4 

宁夏 0.14 1.8 0.25 

注：空白处为缺项。 资料来源：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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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企业驱动 

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的过程实际上是旅游主体利益的博弈过程。长期以来,

在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企业的作用则发挥相对不

足。事实上，由于政府对地方利益 大化的追求，往往忽略了第二主体的作用，

忽视游客的权益保障，这是 大的区域旅游障碍。区域旅游合作囿于“行政区

旅游经济”的基本格局，往往导致整个区域旅游的无效率或低效率。以企业为 

主体的区域旅游合作可以打破地区壁垒，拓宽企业运作的资源空间和市场空间，

有利于我国旅游企业做大做强，增强与国际旅游企业抗衡的能力。旅游企业能

够按照游客的体验需求来开发和组织旅游产品,真正实现产品的区域联合,在销

售方面更具可操作性，使区域旅游开发更具实际意义
[126]

。 

前文提到，企业不仅是资源开发的对象，也是资源开发中整合的对象，对

各类旅游企业的整合又形成资源产业化开发的推动力量。旅游企业是旅游业中

活跃的旅游经济主体，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旅游交

通业、旅游饭店业、旅行社、旅游餐饮业、旅游商品和旅游娱乐业等共同构成

了旅游供给体系，旅游产业提供给旅游者的产品是分别由旅游业的“六要素”

企业提供的。在政府搭建的旅游合作平台上，旅游企业是合作的具体执行者和

合作效益的追求者。同时旅游企业在追求效益的过程中也在不断丰富着合作的

内容和开拓合作的领域，因此，旅游企业是区域旅游资源整合中不可缺少的开

发主体。 

日本在其 21 世纪初期的旅游业发展中，提出了进行旅游企业整合的系列举

措。一是旅行社整合。顺应旅游电子商务发展，强化信息交流功能，为此加强

设备投资、市场营销和内部建设；加强同旅行社同行的横向联合，同饭店、旅

馆、交通企业等旅游供应商和其他企业的联合，加强同海外的联合；完善具有

专业性策划能力的咨询机制，对顾客的精心服务，提供高附加价值的旅游产品；

为了加强旅游咨询机制，应当商讨推动旅游业整体的业务学习，以及“旅游建

议员”和“旅游咨询员”的资质认证制度；旅行社应当在开发新产品、市场营

销等方面加强策划能力，同时积极发展成为饭店、旅馆等住宿设施的送客管理、

在库管理的受委托方，成为旅游产业整体中“企业改革”的主导。二是住宿业

企业整合，实行中小饭店、旅馆的经营改革，加强空房在库管理、收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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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管理，增加服务内容；加强住宿设施的预约功能，创建高效的信息检索体

系，通过互联网的信息服务，为顾客创造更大的便利。三是旅行社同住宿业企

业等的联合，顺应经济社会的变化，更新旅游产业全体员工的合作意识观念，

为企业改革共同努力；为了创造优良的旅游环境，确保老年游客、家庭游客出

行方便，针对各个客源层，就软件、硬件条件进行细致的市场调研，积极开发

利用新产品，实行多样化的价格策略
[198]

。企业的有效整合不仅推动了旅游企业

自身发展，而且对旅游业的整体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对促进当地旅游业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2.4 市场驱动 

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开发要通过市场这只手推动旅游

业的发展。从世界旅游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旅游业的市场驱动大体经历了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贵族化旅游阶段。第二阶段是大众化的旅游阶段。第三

阶段是细分市场化阶段。旅游市场的发育逐步走向细化，主要体现为需求的个

性化和旅游产品的定制化，旅游市场应该满足不同个性化的需求和自助旅游发

展的趋势，细化旅游分支，创造分支旅游产品，对接市场要求。 

从整体而言，目前我国大体上处于第二阶段，大众化旅游开始兴起，但市

场的发展程度远远不够。旅游市场上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市场不

仅没有细分化，连专业化都十分欠缺。所有的企业在同一块市场上争夺同样的

客户。因此，要规范市场秩序，政府主导型的政策就是要引导企业向专业化、

细分化方向发展。对旅游项目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严格禁止同类项目重复建

设，避免浪费资源。制定政策鼓励企业创新发展
[4]
。 

跨界区域旅游资源的市场化驱动机制，需要提升旅游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

加快培育旅游市场主体。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多为地质、生态和文化资源，由于

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本应作为旅游资本充分推向市场、以实现资源效益的

充分体现，但由于资源存在于跨界区域，使得“资源整体性与资源管理的分散”，

产生“资源开发与市场统一”不协调的现象。本来系列的、完整的资源被按资

源种类划分，散布在各管理区划之下，变成完全依附于政府部门的旅游事业单

位。特别是目前还继续对一些优质资源采取一种自收自支的事业管理模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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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对公共资源的放任，严重影响并制约跨界区域旅游业的发展。资源的部门

垄断势必形成对资源的市场配置和市场主体多元化的本能排斥，形成对资源转

化和产业升级的消极懈怠，形成对政府行业调控管理的本能抵触， 终导致本

应作为旅游产业化基本推动力量的企业做不大做不强，旅游要素市场化配置程

度较低，旅游产品结构单一、传统，旅游产业的链条化、层级化、国际化水平

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一句话，旅游产业化的总体水平不高。 

发挥市场整合机制，首先要进行市场的调研和预测。旅游资源在开发之前

一定要进行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准确掌握市场需求及其变化规律，结合旅游

资源特色，确定开发的主题、规模和层次。该原则要求旅游资源开发必须首先

了解和掌握旅游市场的需求状况，包括需求的内容、满足程度、发展趋势及潜

在需求状况和整个市场的规模、结构及支付能力，然后根据这些因素进行旅游

资源开发的筹措工作。 

其次是了解需求趋势和市场发展的潜力。旅游区的开发，不能仅从本身的

资源角度出发，要高度重视旅游市场的需求，以当前和未来的旅游市场需求和

旅游发展趋势来决策旅游产品的开发。未来旅游市场的需求趋势表现为：崇尚

自然生态、返朴归真，追求个性化、知识性、参与性、体验性，体现多元化、

层次化，呈现散客游、家庭游、自驾车游的趋势，一定要根据以上发展趋势来

指导产品的设计与开发。一般而言，旅游区的目标市场应以国内客源市场为主，

入境客源市场为辅。国内客源市场又主要以周边为基本客源市场，以国内重点

城市居民为重点目标市场。入境市场以周边各国客源为主。在市场促销上应突

出以上目标市场。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开发的基本动力来源于市场，市场

是旅游产品的创建、产品营销、旅游利润产生的基本环节。跨界区域旅游资源

只有面向旅游市场，分析直接和潜在的旅游客户，才能把资源优势变为市场优

势，把市场优势变为跨界区域的产业优势。 

由于市场需求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使旅游资源的开发不仅局限于客源市

场的现实需求的满足，还应把握市场的各形成要素，认清现实的基本需求，了

解长期的发展方向，预测潜在需求的变化趋势，从而用一种动态、连续、长期

的发展战略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并使该项工作富有前瞻性和应变性。 

例如，珠江三角洲既是我国经济发达的区域，又是旅游发达区域，近年来，



 

 63

该区域提出了区域旅游整合发展的思路——建设粤港澳旅游区，粤、港、澳三地

于 1996 年联手成立了“珠江三角洲旅游推广机构”，进行了联合开发市场、联合

推出线路、联合促销等合作性活动。在资源共享方面，该区域将国家 近批准的

延长从香港进入深圳的旅游者免签证优惠政策扩展到整个珠三角地区，使得该区

域的旅游联合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日本提出与韩国等邻邦联合成立“东亚旅游

交流圈”，目的是合作开发旅游资源，联合开展国际旅游市场的促销
[198]

。 

推行市场整合机制，基本的路径就是推进旅游资源配置或旅游资源经营的

充分市场化。跨界区域相关行政部门，真正做到从观念上进入市场，从行动上

退出市场，尽快将各类旅游资源从行政管理体制中解放出来，在投资体制和经

营管理机制上大胆创新，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上大胆创新，在培育旅游

投资主体上大胆创新。按照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的原则，以旅游

资源区域为平台、以资源为载体、以企业为主体、以资源组合为纽带，促成一

批具有本土背景的、具有一定竞争力的战略性旅游企业，促进旅游产业向市场

化、规模化、品牌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 

3.2.5 环境驱动 

环境驱动主要是指为保护良好的旅游环境和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这种机制的产生是基于旅游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各种负面作用而产生的。第一，

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出现的恶性竞争、公地悲剧等问题，成为跨界区域旅游发

展的一大障碍。在我国跨界旅游的发展中，竞争冲突相当严重，主要表现为旅

游资源的竞争、游客的竞争和资金的竞争等。对于边界各方来讲，竞争冲突的

根本原因就是利益的分配问题。这种恶性竞争的后果严重，小则影响边界各方

的旅游发展，大则会导致行政区间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关系紧张，会影响双

方面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第二，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各方缺少对资源和

环境的综合规划和管理，导致跨界旅游目的地在旅游业发展初期，资源破坏和

环境退化相当严重。而很多政府机关并没有意识到资源和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即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到实施相应的措施之间也存在着较长的时间延迟

[199]。即使制定了一些环境容量的政策，由于其限制性的存在，也将很难在现实

中贯彻下去。第三，在边界地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当地居民逐渐失去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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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控制，收入差距和发展机会的扩大也会导致地区间的紧张，当地居民与

旅游发展之间还存在潜在的冲突。第四，当前，边界各方的合作只停留在政策

的制定等宏观层面，并没有深入下去，对于细致的合作问题比如旅游形象的塑

造、开发项目的合作等缺乏实质性的进展。 

因此，整合环境资源，使旅游业持续发展成为跨界区域旅游开发需要考虑

的重要方面。例如，在三峡旅游区域开发中，各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共同推动

三峡区域旅游业发展。长江三峡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三峡大坝所在地湖北

省宜昌市夷陵区签订一系列协议，共同整合三峡坝区旅游资源，破解无序竞争

和盲目开发的局面，以更好地带动三峡区域经济发展。根据协议，针对民营投

资公司、旅行社等在三峡坝区周边兴建旅游景点，无序争夺大坝旅游资源的问

题，夷陵区政府将加强当地旅游产业规划，“叫停”无景区规划、无用地手续

而违规建设的景点，制止在三峡坝区周边乱搭乱建，避免无序开发和不良竞争

行为，为三峡大坝旅游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治安和人文环境。签约是三

峡旅游实现资源整合、旅游企业组合、营销联合、环境融合的第一步。三峡旅

游产业要健康发展，应该立足于大坝旅游区的统一规划和管理，杜绝内耗，在

投资上形成规模，为游客提供规范的服务。并且政府表示，对投资规模达不到

１亿元的三峡旅游企业将不予审批，不准上马。这将促进企业更加注重地方经

济的发展，更加关注移民的生产生活，更加关注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三峡坝

区年过一百万的游客，为工程所在地宜昌市贡献约１１％的ＧＤＰ份额。坝区

旅游从业人员达到１４００人，其中直接吸纳安置了近１０００名周边乡镇农

民和移民就业，带动增加近５０００个就业机会[200]。可见，好的旅游环境将会

带动跨界区域旅游业的发展，促进旅游业上水平。 

3.2.6 动力机制相互作用关系 

动力机制的五种驱动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一种作用于旅游资源产

业化运作的合力，从而使旅游资源通过整合发挥资源优势，产生效益、形成经

济优势，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实际上，跨界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的动力机制的作

用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是推动力还是拉动力有时难以区分。一般而言，在旅游资

源开发初期，可能以供给推动为主，用产品供给吸引旅游，进而促进资源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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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这是旅游市场竞争不激烈的表现。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需求导向机制逐

渐占据主导地位，游客的需求成为牵引区域旅游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景点景

区建设的落后则难以满足这种需求，这就需要对区域旅游资源进行进一步的深

度开发、高端开发。其相互作用示意图 3.5。 

 

 

 

 

 

 

 

 

 

 

 

图 3.5 资源整合驱动机制作用示意图 

3.3 合作机制 

从全球旅游业发展的规律看，任何一个区域旅游联合体，不管其多么强大，

都必须在加强内部合作、提升内部实力的同时，积极发展与区外的交流与合作

[201]。一般认为，跨界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是指不同行政区域的旅游业为促使合

作进行所制定的制度、规则、措施和手段的总和体现。广义的合作机制还包括

内容和形式。区域旅游合作机制不仅仅是针对不同区域的旅游行业合作而形成

的机制，有时也指在区域之间形成的综合性合作机制。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是区

域旅游合作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些学者就此提出了许多不同见解，也有人

在“动力机制”的名义下进行探讨，认为合作机制是动力机制的组成部分。也

有一些研究者在“合作机制”的名义下进行探讨。马晓冬(2005)对区域旅游合

作与发展的机制分析指出，区域旅游合作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不同旅游开发主

体之间进行反复博弈的过程。李爽(2006)认为，国内区域旅游合作未见太大的

建树,还存在着一定的障碍,究其原因是合作机制不能很好的启动。她所说的合

作机制即建立一套约束性的制度安排，包括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合作协议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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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保障机制，如“激励相容”机制、“利益平衡”机制、有效的“仲裁”机

制、合作后的保障机制等。葛立成(2007)认为，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是行政

推动机制、市场调节机制、协商解决机制、法律保障机制、人文融合机制等多

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跨界区域旅游合作除具有一般区域旅游合作的内容之外，由于其存在于相

邻的具有不同行政区划的区域中，在合作内容和合作形式上具有更多的选择，

既可以进行区域内部不同行政主体之间的合作，也可以同其他区域行政主体开

展旅游合作。可以进行联合资源开发，也可以进行区域人才共用、设施共享等

合作。由于合作内容和形式选择的多样性和变通性，因此，跨界区域旅游合作

的机制就有相应的要求，需要运用相关的制度形式把合作的方式、内容、利益

分配和责任分担等加以界定和区分。 

合作机制的形式主要通过组织和制度上进行明确。在我国区域旅游合作中

有 3种组织类型:一是成立合作各方通过协商成立的常设机构。例如川陕旅游黄

金三角(汉中、广元和巴中,2002 年)成立了办事机构，负责组织每年一次的旅

游交流活动。二是定期举办年会或联席会议。例如合肥旅游经济圈(2003 年)建

立了联席年会制度,每年召开一次,确定一个主题,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三是不定

期会议。例如长江三角区域旅游合作年会等。从总体上看,我国区域旅游合作中

具有常设机构的只有 5.23%,形成年会制度或定期会议制度的为 13.73%,不定期

会议的为 6.54%，三者累加仅有 25.5%。因此,我国区域旅游合作大多数缺少组

织保障,缺少磋商、对话、监督机制,甚至有些合作仅仅停留在书面上
[84]
。 

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的目标是使区域旅游要素可以实现 大限度的自由流

动，多方位实现资源配置的 优选择，从而构建完善的区域旅游网络体系。这

就需要各方加强合作意识，共享资源、市场和相关设施，共建区域旅游品牌和

旅游产品，互通信息，实现区域交通网络的无缝连接，统一区域旅游发展政策

等。区域内的各方需要打破“本位”主义观念，形成开发合力，重点提升区域

旅游产品质量，加速建设区域旅游廊道，提升产品的旅游功能、承载力及单元

间的空间联动性，促进不同类型旅游产品之间的合理配置，努力消除产品空间

组合的替代性竞争，形成高效的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为进一步的深入合作开发

区域旅游资源提供新的发展动力源。一般而言，合作机制的主要类型和内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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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方面：客源互换、市场共享、产品开发、共同营销、人员培训、管理

协调、基础交通、信息交流等。 

3.4 实施机制 

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其实施也是一个系统

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相应的机制得以保证。有学者认为，整合机制的

实施需要考虑三个层次的实施方向[144]，这对整合机制的实施具有重要指导作

用，这三个整合层次的方向是： 

第一层面是旅游资源—产品—市场的整合。第二层面是旅游资金—资产—

资本的整合。第三层面是旅游管理—政策—制度的整合。根据上述三个层次，

在具体构建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实施机制中分别可以简称为产品化整

合、资本化整合和政策性整合。 

根据上述三个层次，在具体构建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实施机制中

分别可以简称为产品化整合、资本化整合和政策性整合。 

3.4.1 产品化整合 

产品化整合是以旅游资源为起点，以旅游产品为主导，面向旅游市场促进

旅游业发展，进而形成在各整合区域范围内的分工协作，不同区域之间的旅游

经济主体(主要是旅游企业)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与分工格局。旅游市场推

出的产品基本上是以旅游线路、旅游区域(包括旅游城市、旅游景点)的规模化

形式出现的。产品的组合方式主要是空间的优化有序的结合与调整以及不同旅

游经营主体的利益协调与分工的过程，因此，产品化整合主要是围绕旅游资源、

景点与市场要素等方面展开，核心层面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3.4.1.1 空间整合 

旅游空间整合模式是针对地域毗邻的相异或矛盾的旅游资源,而提出的在

一种动态可控的合作、竞争和整体控制三维框架下的协调平衡、整体发展的旅

游发展模式,以实现旅游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优势互补[202] 。进行空间整合需要把

合作与竞争统一起来，在一定范围内强调竞争作用，强调竞争互动和整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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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整体控制下的竞争、合作的动态可调系统[203] 。区域旅游经济效益的实现依

赖区域内各地方旅游产业系统的协调运转，而区域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

化是实现区域旅游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需要打破原有的各地区旅游

产业结构，重新在整个区域内加以部门布局和结构升级，构建先进高效的旅游

业运营系统，避免同一区域内部旅游产业同构化；需要加强旅游业内部各部门

之间的协调，为游客提供一条龙服务，为游客创造一个完整的区域旅游空间。 

地域空间结构是指系统内部的社会经济客体通过空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空间

聚集程度和聚集形态
[204]

。旅游目的地功能系统中的诸要素 终都要落实到一定

的地域空间上，因此，跨界区域空间结构优化显得非常重要。据此，可把跨界

区域系统空间结构的 一般模式归纳为:在跨区域空间尺度上，以各旅游地域单

元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导向，以旅游中心地、景点和景区为结点，以旅游线路为

旅游区内连接，以中转通道为区外连接，以旅游基质为背景，以旅游区为完成

整个旅游活动过程的 基本空间地域单元所形成的特定旅游目的地系统结构。

跨界旅游目的地系统要素的一般结构模式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空间组合关系模型

如图 3.6 所示。把分散的旅游景区 A 和 B 按照资源构成特点和区域经济状况以

及区域交通情况的要求进行整合，优化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形成完整旅游景区

的旅游空间。 

 

 

图 3.6 跨界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分散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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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区域系统的空间结构模型不仅强调了各旅游地域单元(旅游区)的空间

联系以及各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了区域内的各组成要素的空间层次

性，而且还通过旅游基质表达了区域旅游开发和发展的地域宏观背景；同时，

其对外通道又从空间组成要素的角度表达了目的地系统的开放性。这一模型的

构建对于跨界区域空间结构的优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跨界区域旅游资源的

系统开发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价值。如图 3.7，通过空间整合，把不同景区

的旅游资源通过优势互补的原则构建区域旅游精品。 

3.4.1.2 主体整合 

区域旅游资源的整合是旅游产业主体的经济活动在区域空间上的表现，是

各层级的主体在各自利益的推动下进行的一种经济活动。由于旅游资源的区域

性特征，以及其管理主体和经营主体的不同，使得在整合中涉及多个主体的参

与，就各主体在整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参与程度来看，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的

主体主要有地方政府、微观层次的旅游企业和区域旅游行业管理部门。 

 

 

图 3.7 景区空间整合示意图 

 

地方政府的整合。在旅游产业化水平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政府往往在旅游

资源的整合中起着决定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定规划与旅游政策、加强旅游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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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合作的实施以及保持各方合作持续进行等方式体现。政府整合需要认真协调

本区域利益与整个区域利益之间的关系，协调好区域内资源的利用整个区域资

源的保护的关系。旅游企业的整合。旅游资源的开发归根结底应有各类企业进

行，开发的程度和规模主要由企业投入的规模和广度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对

各种旅游企业进行整合是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方面。企业的整合只要

用市场化的方式加强企业的合作与经营上的沟通，运用产业链的联系促进企业

之间有效合作，从而提高跨界区域旅游业的水平与规模。旅游行业管理部门的

整合。一定程度而言，行业管理部门的整合是政府整合的延伸，担行业管理部

门的整合更具有专业型和针对性。其整合措施主要通过制定相关的行业内部政

策影响区域空间的旅游业的布局，进行旅游资源的空间布局的整合；通过制定

行业法规和旅游政策，营造区域旅游发展环境，促进各空间旅游资源要素的联

合与协调。 

在区域内部，各地方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打破地方市场壁垒，取消对外

地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的“歧视性”政策，切实建设和营造无障碍旅游空间，

实现互相推介，合理分流，客源共享。建立“区域旅游利益分享机制”，通过规

范的制度建设来实现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转移，从而来实现各种利益在地区

间的合理分配。该机制强调各合作单元在平等、互利、协作的基础上既竞争又

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各合作单元分享旅游业产业利益。各合作单元在共同

发展区域旅游经济的前提下，通过协商制定旅游经济利益分配机制，以实现区

域旅游经济利益在各合作单元之间的合理分配，从而解决不同合作单元在合作

中的利益冲突，为区域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保证。 

3.4.1.3 营销整合 

区域旅游营销整合指参加合作的若干地方或合作单元以区域整体为单位，

共同开展市场调研，促销宣传，利用合力培育客源共同市场，积极开拓客源新

市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区域联动、行业联合、企业联手”的

营销机制，通过“统一宣传口径，统筹促销经费，统一促销行动”，打造出本区

域的特色旅游品牌，共同向外整体推介本区域旅游市场。简言之，旅游市场营

销整合就是一个旅游区与相邻旅游区或其它利益共同体联合宣传共同促销的行

为
[205]

。旅游市场营销整合要解决如何向潜在游客有效传递旅游信息的问题，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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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终让潜在游客产生对旅游目的地高质量的旅游体验预期。跨界区域旅游客

源市场整合可以用罗纳德·科斯(Ronald.H.coase)的交易费用理论来加以解释。

罗纳德·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虽有不同，但又可以相互替代的制度安

排，企业可以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同时，他还指出企业能够存在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企业能避免像市场那样频繁地支付交易费用。实际上，企业是将需要支

付交易费用的要素或行为内化了，从而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我们将这一理论

运用到跨界区域市场营销整合之中，并认为旅游区域联合体在其中的作用就相

当于一个企业，它将众多交易行为内化。假设某个跨界旅游目的地由 4 个分属

于不同行政区域的旅游区组成，为了方便地说明问题，我们将其共同的旅游客

源市场简化为两个(如图 3.8) [206]。根据旅游业的特性，这里的交易费用可以看

成是目的地向客源地进行旅游信息传递的成本[207]。从图 3.8 可以看出，分散条

件下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发生的交易次数为 8 次;而在整合条件下交易次数共

计 6 次，较原来明显减少了 2 次。交易次数的减少就意味着成本费用的降低，

从而可以减少分摊到每个旅游区在市场营销上所花的费用。显然，交易成本的

降低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区域旅游联合体的介入。区域旅游联合体将众多交易行

为内化，然后由其作为媒介向客源市场发送信息，从而减少了市场交易环节，

提高了交易效益。 

 

图 3.8 跨界区域旅游市场营销整合示意图 

建立区域统一的旅游总体形象是区域旅游开发整合迈向实质性的重要标

志。统一的区域旅游整体形象有利于区域的对外宣传和促销，同时，塑造鲜明

的旅游总体形象也是进行区域旅游品牌经营的前提和基础。区域内的各合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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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可在对区域旅游资源和市场分析的基础上，对区域内的旅游资源内在和外在

价值进行提炼，确定突出区域个性、凸显资源特色和文化特色的核心形象，并

用简炼的语言表达出来，用具体的视觉形象表现出来。 

3.4.2 资本化整合 

跨界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跨界区域通常处在经济中

心的边缘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低，积累的资金有限，同时，由于旅游区域受行

政区划分割的制约，在资源开发资金的筹集和资金收益的分享方面存在牵制因

素，因此，运用资本化整合方式，把旅游区域的各种资源进行评估和权衡，有

些资源可以资本化运作，运用现有资源融合旅游资本，集聚旅游资金，为区域

旅游发展提供资金动力支持。在资本化整合中，根据跨界区域旅游资源的现状

和特点。 

旅游资源区土地资源。旅游资源区域的土地，具有资本的属性，为国有资产。

土地的价值，因资源的吸引力及可开发性不同而不同。目前，尚无对旅游区土

地进行评估的规范标准，对旅游资源区域内土地使用权价值的评估比较困难，

因为该土地一般是与土地地质地貌及人文景观密切结为一体的。大多数政府在

进行旅游资源开发时，一般不将已具有国家评级的风景区内核心资源区的土地

的使用权，向开发企业转让。 

旅游自然资源及建筑等物化的人文资源。这是旅游资源的主体，具有自然物

理的特性和人文物化特性。这些资源的价值，对于旅游吸引力的建构具有核心

的作用。对这类资源，目前学界正在探讨其评估问题。有人提出了市场比校法、

收益还原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长期趋势法等多种评估方法。评估是资源

转化资本的前提，其目的是使资源资源和物化的人文资源转化为旅游区域开发

的资本。自然资源和物化的人文资源在资本转化方面可以通过景区建设、景点

经营、产权经营、知识产权转让等方式使资源向资本转化。 

旅游历史文化资源。作为旅游资源，往往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如民俗风

情、神话传说、历史事件等等。这些资源，是使旅游开发得以深化，并获得灵

魂的基础。因此，就旅游开发而言，这些资源价值很大。但由于这部分资源完

全具有精神性，或附着于人类生活之中，或蕴藏于历史记载，或附着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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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之间，无法进行测量，更无以评估。历史文化资源的资本化转化更应注重

其教育价值和精神价值，其开发往往不以赢利为 终目的，担要保持其旅游资

源特性并使其运行，必须使旅游历史文化资源发挥出其教育价值和精神价值，

通过文化经营、景观设计、场馆建设、知识传播、产权资本化等方式使其评估

价值得以实现。 

旅游资源是由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构成的，土地及景观是有形资产，土地

使用权、景观利用权是无形资产。从资本的角度看，旅游资源作为被开发利用

的对象，同时又构成资本的投入，其结构可区分为土地资本、景观资本、历史

文化资本。其利用方式，则表现为土地使用权和旅游开发经营权。  

由于土地承载了景观，因此，不可能按开发者的要求随意利用，更不能破

坏利用，而只能在加强和提升景观效果的基础上通过规划的控制加以利用。因

此，土地使用的价值本身，因限制而价值下降。一般来说，应区分出景观土地

及周边商业用地，对于国家级的景观土地及景观本身作为国有资产，不出让土

地使用权，仅出让景观经营权。而对周边支撑服务及商业开发用地，以有限制

性的使用权方式出让，可以以资本形态体现为入股资本或拍卖转让收益。  

旅游资源的开发权，不同于土地开发权、矿产开发权，是一种有限制条件

的，商业性开发的权力。开发与规划权及规划审批权相互配合和制约，受制于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划的要求。经营权是旅游资源开发中及开发后的收益享有权，

反映了景观资本、历史文化资本投入的价值。因此，以开发经营权为整体，作

为政府对旅游区开发的资本入股或拍卖转让，是旅游资源开发的主要资本运作

形式。 

3.4.3 政策性整合 

政策性整合就是运用政策性手段使跨界区域旅游产业发展一体化的过程和

途径。由于区域旅游整合是跨区域的，各区域为了有效促进旅游者在自己的控

制范围内便利流动，在旅游业开放政策、产业协调机制和行业管理手段方面必

然会有一些探索性、建设性的合作，主要表现在旅游目的地开放条件和范围、

旅游企业合作条件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区域旅游整合中不同区域之间在旅游

管理——政策——制度方面的渗透确实取得了很多的实际成果，越来越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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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者在各区域范围内自由便利流动，大大促进了区域旅游整合的进程。政策

性整合主要从两个方面实施。 

3.4.3.1 规划整合 

旅游规划是区域内的人们以自身旅游发展需求期望或基本价值取向为目标,

对未来一段时期的行动具有系统性、战略性的决策把握或谋划。从公共管理层

面上审视,区域旅游规划是区域旅游管治的重要理性决策行为。这种理性决策总

要涉及区域旅游的空间组织和布局问题[186]。由于跨界区域内存在不同的行政主

体，对于旅游资源的开发经常出现不同的规划，因此，规划整合就成为资源产

业化整合的重要方面。 

美国学者认为资源开发整合实际上是一个可行性分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不仅要处理好各种关系，更主要的是处理好各项规划活动的衔接与制约关系。

他把这种整合规划按照下列顺序制成图 3.9[208]。 由图可知，资源整合是一个系

统复杂的过程，必须要进行详尽的规划，在规划过程中不断反馈、修订相关内

容和整合对象，确定旅游资源开发所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

案。在跨界区域资源开发整合中，各旅游行政机构以开放的姿态去面对区域旅

游资源开发合作，打破区域障碍、市场障碍、交通障碍和制度障碍，打破地方

保护主义，防止条块分割，实现跨行政区域的公共服务，为区域旅游资源开发

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打造无行政障碍旅游区；共同编制区域旅游资源开发规划，

避免近距离旅游景区（点）的重复建设和旅游业的恶性竞争；积极引导区域内

的旅游企业进行组合或重组；加快实现各旅游信息的相互链接和信息互动，共

享旅游信息资源；建立各方旅游质量管理、接受旅游投诉和应急事件处理的合

作机制；清除跨地区设立旅行社、旅行社组团和地接、旅行社导游跨地区带团

的地区壁垒障碍，真正实现无缝衔接等。在正确分析评价区域旅游资源的前提

下，综合考虑区域旅游资源吸引力的大小和开发环境等因素，区别开发条件，

确定旅游资源的开发次序，优化开发序列，通过高低等级合理序列开发，使集

聚逐步向全区域均衡地推进，由点及面，进而促进整个区域旅游经济系统相对

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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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资源开发可行性分析 

3.4.3.2 开发机制整合 

   跨界旅游资源统筹开发涉及众多行为主体和合作领域，并且还存在信息、

制度等方面的约束，建立跨界区域旅游整合机制，加强机制整合是旅游资源开

发的有效性的保证。一是建立信息交互机制：整合各旅游区域各类旅游信息，

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旅游信息数据库。通过信息交互机制的建立，表现出跨界旅

游资源的多样性和互补性，达到吸引旅游者的目的。二是建立组织协调机构，

统一制定本区域旅游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消除区域内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差异，

建立旅游政策协调机制；另一方面，建立旅游管理协调机制，统一策划重大的

旅游活动，实现跨界区域联合、政策协调。三是建立行为约束机制：保障跨界

区域旅游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规范参加合作各方的权利与义务，约束其行为。

在跨界旅游合作协议中，明确各方应遵守的规则和各自的责任；建立防范跨界

旅游合作冲突的协调组织，解决本区域旅游合作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制

定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对跨界区域旅游合作关系进行规范，对区域旅游合作过程

中的不规范行为做出相应惩罚性的制度安排。 

3.5 本章小结  

整合机制是使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一体化的各种规则和体制的系统，是

指运用产业的相关技术使区域旅游相互作用并使之协调发展的工作系统，包括

这一系统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和互补作用。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合之

所以能够得以启动和实施是由一系列的机制进行引导和规范的。这些机制主要

起到发动、保障、促进和制约跨界区域旅游资源进行产业化整合的作用。地质

旅游资源的跨界性整合涉及到各方面主体的制约和多种因素的作用。在制约主

体方面主要有行政区各方的政府机构、各种投资主体、以及区域内居民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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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利益分配和资源利用方面进行博弈，从而达到既能满足自身利益 大化，

又能使区域整体利益 大化的多赢结果。在制约因素方面，主要有区域的资源

因素、市场构成因素、客源及其容量因素等，这些都是在制定整合机制过程中

需要考虑的内容。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机制主要有动力机制、合作机

制以及实施机制。动力机制是进行整合的动力之源，主要是各主体和相关因素

在整合过程中利益博弈和利益权衡的作用过程和行为。在此机制中，政府起主

导作用，企业起主体作用，市场和社区起着平衡作用，环境起着保障和制约其

他主体和因素的协调发展的功能。动力机制各主体和因素形成推动力和拉动力

两种作用力， 终形成一种合力，共同作用于跨界区域旅游资源，推进跨界区

域旅游资源产业整体化发展。合作机制是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的表现

形式，由于区划分割、资源开发分散，因此开展各方面的合作是必须的，合作

机制的实施，既要明确合作的形式，又要确定合作的内容，既可以进行区域内

部不同行政主体之间的合作，也可以同其他区域行政主体开展旅游合作，可以

进行联合资源开发，也可以进行区域人才共用、设施共享等合作。由于合作内

容和形式选择的多样性和变通性，因此，跨界区域旅游合作的机制就有相应的

要求，需要运用相关的制度形式把合作的方式、内容、利益分配和责任分担等

加以界定和区分。实施机制是促进跨界区域旅游整合的各种具体措施，其目的

是保证各种整合方案及整合规则得以实施，各利益主体在相对一致的行为中实

现相应的产业发展目标。实施机制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旅游资源—

—产品——市场的整合。第二层面是旅游资金——资产——资本的整合。第三

层面是旅游管理——政策——制度的整合。每一个层面又配以相应的政策和措

施，从而保证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能够顺利进行。一般而言，在跨界

区域旅游资源整合机制中，动力机制是前提，合作机制是保障，实施机制是整

合的具体化，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而保证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能够顺

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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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合布局分析 

4.1 跨界区域旅游布局内涵及必要性 

4.1.1 跨界区域旅游布局内涵 

跨界区域旅游布局实际上是一种旅游业各因素在地理区位上的活动安排，

关系到区域旅游业发展宏观决策的重大问题
[209]

，是区域旅游资源开发、重点旅

游建设项目的空间布局与系统安排、旅游线路组织的依据。一般而言，产业布

局是指人们对产业空间分布的规划，即人们计划把产业部门定位在什么地方。

产业布局根据其布局范围可以分为产业间的布局和产业内的布局，产业间的布

局是指不同产业的分布规划以求达到协调发展的目的；产业内的布局是指某一

种产业在一定区域内的分布以及发展政策的调整问题。旅游资源产业布局是指

旅游这一产业在全国的发展规划以及行业的分布设计。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

布局主要指根据资源分布情况对旅游产业进行内部设计、调整、引导和规划以

求跨界区域旅游产业得以不断发展的行为。 

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布局归根到底是一种旅游产业的规划活动，只是

这种活动更具体，更有针对性，主要就是针对旅游产业的分布与构成情况，结

合跨界区域不同的行政主体、不同的企业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

进行旅游业的规划。跨界区域旅游布局主要旅游相关因素的空间排列组合，这

种空间排列组合机制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即旅游地内部发展的驱动力和外部

因素对空间结构的影响力。 

旅游地空间结构演变的内部驱动力主要是指旅游地的开发与建设。旅游开

发的直接结果就是旅游地吸引力在空间上的重新分配。在旅游地空间结构的演

变过程中，新兴景区景点的出现就得益于旅游开发的不断深入，在这一过程中，

不仅促进了新兴旅游节点的产生，而且使得一系列旅游基础设施逐步得到完善，

尤其是道路交通系统的改良和完善对旅游地空间结构变化更是具有决定性的影

响。在旅游开发实践中，旅游交通条件是旅游地发展的重要依托，只要旅游交

通条件改善了，旅游地就会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对于旅游地空间结构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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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交通系统往往起到发展轴线的作用，旅游交通系统延伸到哪里，旅游地的

空间扩展就延伸到哪里。 

旅游地空间结构演变的外部因素主要是指空间结构各构成要素之间存在的

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在实际的旅游发展过程中，各旅游节点之间为争夺资源和

客源市场会产生竞争，这种竞争是导致旅游地空间结构演变的排斥力。从旅游

竞争的类型上来分析，各旅游节点间的竞争可分为替代性竞争和非替代性竞争。

所谓替代性竞争是指共性大、个性小、并且相对区位邻近的旅游目的地之间的

竞争。非替代性竞争是指处于竞争状态的旅游目的地之间既有一定的共性，更

有其独特的个性，两个旅游目的地之间竞争优势点有所区别的竞争。可见，替

代性竞争的激烈程度较非替代性竞争要大。保继刚就喀斯特石林的旅游开发进

行了空间竞争分析，发现喀斯特石林旅游地的空间竞争是一种替代性竞争，在

同一地域内，只能开发景观价值 高、知名度 大的石林。不同的旅游目的地

除了存在竞争性的关系外，还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互补性旅游目的地的结合不

但不会挤占客源市场，还会相互增强它们在各自同类竞争对手的竞争力，因此，

旅游开发中经常通过区域协作来加强它们的旅游吸引力和综合竞争力[210]。 

4.1.2 跨界区域旅游布局必要性 

在通常情况下，产业的发展是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调整进行活动，这种调整

的主体主要是旅游企业和不同的投资者，由于企业和投资者所追求的目标是利

益 大化，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旅游业发展的整体性要求，损

害了旅游资源的生态性要求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因而，在发展跨界区域旅

游资源产业过程中，需要对旅游产业进行相应的布局和设计，以求在市场机制

作用失灵的情况下，旅游资源产业的发展能够正常进行。具体而言，跨界区域

旅游产业布局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使跨界区域旅游业的空间布局更加合理。在市场机制下产业分布是

由企业自主决策形成的，因而各个企业的决策主体比较分散。由于各自的利益

不同，彼此间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导致产业空间演变过程比较缓慢。而产

业布局是由相关行政部门统一规划，这种总体规划，统一协调部署，决策主体

集中，因而可以大大加快产业空间演变过程。在跨界区域，由于旅游资源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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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行政区域中，资源开发的主体更加分散，企业的决策更难以集中，因

而，各方往往都从有利于自身的情况出发进行安排资源的开发活动，忽视了旅

游资源整体性和空间的一致性特点。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布局可以根据资源

的整体性和连续性特点，从有利于资源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进行布局，

从而使空间结构安排更加合理。 

第二，使旅游资源的利用具有可持续性。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布局可以

克服资源开发过程中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能够从资源的整体性和全局性的实

际出发，按照有利于资源生态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共生发展的要求进行合理

论证和规划，从而使资源产业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没有合理布局的资源产业

必然是分片开发，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无视区域整体利益，这样一方面导致

资源开发的不平衡，使一部分资源存在过度利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存在部分

区域无序竞争的局面，无视资源发生规律，盲目发展。这些，都将导致资源难

以可持续发展。通过合理布局，可以在整个区域范围内发展统一的旅游业。 

第三，增强区域旅游业的竞争力。旅游业的竞争是区域内整体的竞争优势，

而不是个别企业或是个别片区的竞争力，缺乏统一布局的旅游产业必然是难以

整合区域内所有资源并形成资源优势的产业，因而其对外的竞争力必然不强。

通过区域旅游产业布局，可以优化区域内资源因素，统一配置区域旅游基础设

施，统一对外营销，这样不仅能发挥资源产业的 大优势，而且对外形象完整，

具有更大竞争力；统一布局可以节约成本，增强旅游产业的效益，强化竞争优

势。 

第四，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的协调发展。旅游产业布局是区域经济整体布

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域经济布局的制约因素，区域经济布局的目的是促

进区域内部经济协调发展和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不仅

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促进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满足当地人们生活

水平的增长需求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人们高水平的生活和高水平的经济发展

又能促进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从而使整个经济运行处于良性协调发展的状态。

旅游业作为一种消费性的第三产业，其布局有赖于区域内的资源情况，也有赖

于旅游地和客源地的人们生活水平的情况，只有充分考虑这些情况，从区域资

源实际和客源消费水平的实际出发，制定旅游产业布局的整体方案，不仅对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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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引作用，而且对区域整个经济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 

4.2 布局依据：地质旅游资源评价 

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布局的前提是了解地质旅游资源的构成情况及其价

值大小。地质旅游资源的整个评价层结构分为：总目标层、评价综合层、评价

项目层和评价因子层四层，评价因子层为 基本的层次，指标的权重和分值计

算从该层开始从下往上逐层进行，各层指标设置及相互关系 [211] ，见图 4.1。  

 

       图 4.1 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定量评价模型树
[211] 

4.2.1 评价因子 

参照中国国土资源部环境司 2002 年编写的《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技术要

求和工作指南》（试行）、《国家地质公园规划修编技术要求》和《国家地质公园

规划文本编制提纲》（2008）等的要求，确定本次工作的评价因子如下： 

a. 价值评价因子 

包括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稀有性和自然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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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条件评价因子 

包括环境优美性、观赏的可达性和安全性。 

4.2.2 等级划分 

按地质遗迹景观的重要性分为以下五个等级： 

Ⅰ国际性的（世界级）  Ⅱ全国性的（国家级）   

Ⅲ区域性的（省级）  Ⅳ地区性的（市、县级） 

Ⅴ其它重要性的（市、县级以下的） 

4.2.3 评价流程图 

旅游地质资源的综合评价方法很多，定型评价和定量评价兼而有之，一般

宏观评价以定性分析为主，景区景点评价以定量评价为主，定量评价中 常用

的是层次分析法、德尔菲（Delphi）法和模糊赋值法
[150]

。专家的选定主要依据

在大别山旅游和地质工作中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背景的人员中确定。其评价程

序如图 4.2。 

 

图 4.2 旅游地质资源评价流程图 
 

第五步：计算机自动评分系统 

第四步：建立模糊赋值标准参考 

第三步：用 Delphi 法确定评价因子的权重值 

第二步：用层次分析法建立评价模型树 

第一步：评价因子的确定 

第六步：采用图、表展示评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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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景区评价 

4.2.4.1 景区的构成、评价以及分类 

① 景区的构成： 

景区是旅游管理的基本单元，是由不同类型景点组成的一个旅游体系。 

② 景区的评价： 

在地质遗迹资源评价的基础上，对景区进行评价。 

③ 景区分类： 

通过对景区的评价，确定景区的主体景观和主要特色，按地质遗迹的分类

标准，对景区类型进行划分。 
4.2.4.2 分区评价 

① 分区原则 

a.相对一致性与区域共轭性相结合的原则 

相对一致性原则要求在划分区域单元时，必须注意其内部特征的相似性。

虽然不同等级的分区单位其一致性的标准各有不同，但不同区域之间应有显著

的差异，即区域有共同的特征并以此特征与相邻区域区别。从旅游景观的角度

看，一个旅游区就是一个完整的景观系统。这一景观系统不仅要与相邻的景观

系统有显著差别，而且还要做到每个具体的分区单位都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不

存在独立于区域之外而又属于该区域的单位。这就要求在具体工作中注意贯彻

区域共轭性原则。 

b.适当照顾行政区域的原则 

旅游区的划分以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事业为目的。虽然同一行政区往

往分布着不同的旅游资源，相同的旅游资源往往分布在不同的行政区之中，但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政府在旅游资源开发和促进旅游事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主导作用。因而，在划分旅游区时，要充分考虑行政区的完整性，以便实

现旅游资源的宏观调控和管理。 

c.突出地质特色的原则 

特色是旅游区的灵魂和生命。一个旅游区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就会失去

市场竞争力，失去生存的基础。因而，在划分旅游区时，要充分利用地方旅游

资源的独特性，形成自己的特色。整个区域要有整体特色，创旅游名牌；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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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不仅要和整个区域在特色上保持一致，同时也要有各自的独到之处。只有

这样，大别山的旅游业才能在整体上有较大的提高和长足的发展。 

② 分区方法 

a.顺序划分和合并法 

顺序划分法是一种自上而下，由高级单位到低级单位的划分方法。在确定

大别山旅游区 高一级单位时，采用顺序划分法，根据大别山的旅游资源特征，

大致确定了四大旅游分区：a 山北区；b 南麓区；c桐柏—大别山交界区；d 东

线区。 

b.主导标志法 

为突出旅游区的地域特色，可采用主导标志法。根据大别山地质旅游景点

的具体调查结果，以景型为基础，综合分析各旅游景区的基本类型、结构、特

色以及与相邻景区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与核心区的空间联系方式，采用叠置的

方法，确定各景区的类型和范围，从而合并归纳出不同地质特色的旅游分区的

范围和界线。 

4.2.5 评价模型 

大别山旅游资源的评价，采用的是指标分析法（又称层次分析法）。具体来

说，就是依据旅游资源环境条件、客源市场条件、开发条件等指标，从旅游资

源的数量、质量和分布规律的差异性，对区域旅游开发从开发时序、重点、方

向等方面进行评价。 

对将评价因子分为 4 个层次：总目标层、评价综合层、评价项目层和评价

因子层。第一层（总目标层）以各旅游景区的旅游资源开发潜力为定量评价的

目标；第二层（评价综合层）从旅游资源的环境条件、客源条件和旅游条件来

进一步分析；第三层（评价项目层）为第二层要素的具体化；第四层（评价因

子层）为第三层要素的再具体化。在旅游分区定量评价的层次结构建立之后，

必须对这些项目要素进行综合量化。 

4.2.6 量化的数学模型 

量化的方法是从底层到高层， 后复合成一个具体的数值。其数学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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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iPi                                   (4.1) 

式中：E—旅游地综合评价结果值；Qi—第 i个评价因子权重值；Pi—第 i

个因子评估值；n—评价因子数目。 

评价因子指标分的评定方法，依然采用特尔菲法。分数的评定，由专家直

接对基本评价因子进行打分。具体来说，就是采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将每个因

子分等定级，并给出每个因子的相应评分标准。然后，请专家对大别山的主要

景区的第四层因子和不能再具体化的第三层因子打分，再依据公式（4.1）得出

每个景区的分值和综合得分。 

上式的关键是 Qi的确定。为了确定 Qi，采用层次分析法。这种分析方法首

先对所研究问题的各种因子进行归类和层次划分，确定出属于不同层次和不同

组织水平的各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总目标即 高目标的基础上划分出大类，

大类基础上划分出类，类的基础上再划分出层。不同层次的因子即构成多目标

决策树。然后，再对决策树中的总目标及子目标（大类、类、层）分别建立反

映影响因子之间关系的判定矩阵，然后应用公式（4.1）来进行相关运算。而各

评价因子权重值的具体取得，我们采用的是特尔菲法（即专家咨询法）。对主要

景区，通过专家打分，经过多轮评估，再经过运算，求出各层次权重系数。 

4.2.7 评价结果 

根据权重系数分析，对大别山的地质旅游资源进行综合评价，划分资源等

级，规划出可供进一步开发的不同等级的资源核心区。 

4.3 布局原则:整体性与可持续原则 

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布局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战略问题，战略的实施

需要一定的指导原则。从跨界区域行政管理的多层次、多方面以及跨界区域资

源分布的分散性和资源开发的不平衡特点的实际来看，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

化布局的主要原则有整体化原则和可持续原则两个方面。 

4.3.1 整体性原则 

跨界地质旅游资源就自身而言，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乃至经济发展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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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完整的系统。但由于处于特殊的地理区位，人为的界线破坏了区域自然的完

整性，资源整体潜能得不到充分发挥。跨界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从旅游资源整

体性和整体优势出发,对旅游资源自身的整体系统做出统一的规划,从而使跨界

区域旅游视野更宽广，内容更丰富，更具吸引力。 

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系统处于双控或多方控制状态，资源分属的不同行

政区域所进行的资源开发建设相对于资源总体而言只是局部、片面的开发，多

种资源类型得不到合理配置。跨界旅游资源整体化战略开发在对边界整体旅游

资源开发时可以做到全面安排、全面设计,兼顾各方经济利益，多角度、多层次

综合配置各方面各种资源类型。 

根据系统论原理，区域旅游资源是一个有机整体，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等

特征，在开发过程中需要从整体考虑，处理好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及与外部环

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以取得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的整

体效益和综合效益。然而在跨界区域旅游资源整合过程中，由于存在着行政区

划、地方利益竞争等制约因素，各单元对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的主体、内容等的

认识还存在一些偏差，破坏了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的系统性，使得区域旅游资源

整合不能得以顺利进行，同时也影响了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依据系统论原理，

从分析影响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的制约因素入手，对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的主体及

内容进行初步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101]。 

以整体性的原则开发地质旅游资源将会收到较好的经济效益，可以从已经建

立的地质公园的经营收益看出资源整合的效果。从收集到的一部分国家地质公园

在批准成为地质公园前后一年游客以及门票收入增减情况分析可知在成为地质

公园第二年，游客有较大幅度增加，整体增加178.64万人，增幅为16%，门票收

入增加24083.5万元，增幅为大约50%，而同期全国旅游业的平均增幅都在10%多

一点。据国家旅游局统计，2002年和2001年相比，游客人数增10.96%，国内旅游

收入增10.09%
 [212]

 。 

在开发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过程中，应遵循地质旅游资源的特点和资源

形成、演化的规律，以整体化的视角进行整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0]
： 

（1）地质演化历史完整性。地质演化历史包括构造变动历史、沉积发育历

史和古生物演化史。地质演化历史的完整性，是从构造变动历史的相似性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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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古地理环境演化历史的相似性，进一步引起在古地理环境中发育的沉积岩

石序列特征的相似性和古生物面貌演化的相似性
 [213]

。 

（2）构造线发育的完整性。构造线主要指出露于地表的各种类型和各种等

级的构造断裂带。 

（3）岩石组合序列的整体性。沉积岩内抗风化能力的一致性,或变质岩内抗

风化能力的一致性。河南省北部的碳酸盐是很好的含水层,对区域景观相似性的

形成也具有较大意义。 

（4）地形地貌的完整性。地形地貌的相似性是地质演化相似性的又一外部

反映。例如，盆地、山地与河流冲积平原的显著差异性，很容易进行区划上的

归类。 

从一般的跨界区域旅游资源整合措施而言，实施整体性原则对于摆脱资源

开发中的“囚徒困境”具有重要作用。各旅游区只有着眼于全区的总体利益，

实行有效的整合，通过竞争和合作的调节，才能形成整体比较优势,发挥系统

大效益。 

在实施整体性原则的过程中，跨界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的整体化战略的实施主

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第一，区域旅游资源开发规划的整体性。区域旅游资源开发首先需要进行

规划，从 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和有利于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角

度进行规划，因此，在规划过程前，应全面了解跨界区域内旅游资源的构成、

种类、分布以及旅游价值的大小。同时，调查和分析在跨界区域内不同行政区

域的构成以及各行政区域内旅游资源开发的程度，这样，为资源开发的整体性

规划提供相应的基础材料。在规划过程中，应从整个区域的自然资源的分布规

律、地质形成特点的一致性以及发展经济的便利性出发进行整体性设计，杜绝

从本行政区域利益出发或者从狭隘的部门利益出发分割旅游区域的整体性。同

时，整体性规划战略应进行充分论证，以求区域旅游规划的合理、可行。 

第二，景区对外营销的整体性。在跨界区域，由于旅游资源分布在不同的

行政管辖范围之内，因此，旅游资源开发的程度以及旅游产品的营销策略和营

销技术线路也是各不相同的，在对外营销过程中由于资源产品具有相似性和雷

同性的特点，无形中存在竞争的局面和无序的状态，对于旅游景点的票价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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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低，对于紧邻的景区进行负面宣传或者进行诋毁，损坏相邻景点的形象。因

此，毗邻区域的旅游资源开发和进行产业布局时应有整体性的对外营销策略。

要求整个区域以同一个声音对外宣传区域旅游形象，在宣传某一个分片区域景

点时应以适当的方式美化周围景点，以起到不同景点的连带促销作用。 

第三，旅游产品设计整体性。旅游产品的设计不同于一般商品的设计，它

在很大程度上受旅游资源的制约，特别是在跨界区域，这种制约程度更大。因

为旅游产品是以旅游景点为核心的一系列的旅游线路的设计景区满足旅游者的

旅游需求，这种线路的设计应提供给旅游者完整的景区形象和旅游精华的吸引

物，才能满足消费者的旅游心理。在跨界区域，如果由于行政区划的原因人为

的割裂了景区的完整性和旅游线路的连贯性，那么旅游者的旅游是不完整的，

而留给旅游者的印象也是不完美的。因此，在旅游产品的设计上应从旅游资源

的完整性和旅游区域的整体性出发，根据区域特色和资源特点以及产业发展的

现状进行整体性的产品设计，打破行政区域和部门的限制，突破地方小团体利

益的束缚。 

第四，旅游经营活动整体性。跨界区域的旅游经营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如

果只从旅游资源产业的布局考虑，经营活动主要指旅游产品的营销活动。实际

上，跨界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更需要经营策略上的创新，打破区域限制和局部利

益之争，在经营活动中体现整体性要求。在旅游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上，应进行

统一规划和设计，体现 有代表性的地域特色。同时，旅游经营活动的整体性

还体现在区域内部的不同企业应存在关联性和互补性，形成区域旅游产业链。 

4.3.2 可持续原则 

可持续性原则就是在跨界区域进行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过程中应按照可持

续发展的要求进行区域内旅游资源产业开发。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人们在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

理论，如今已成为世界上处理环境和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可持续发

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产生威胁，

其实质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兼顾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

益，使环境与经济得以持续协调发展，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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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把“可持续发展”描述为：一种人类发展的道路，

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与此同时又不危及后代人的需要(WCED，1987)。这个

概念挑战了经济增长动力的传统思想，力图把争论的焦点从“发展与保护”转

移到“与环境协调的发展”。它强调满足社会上贫困群体的基本需求，注重文化

敏感性，促进“基层民众”的参与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整体提高。“可持续”几

乎成为所有与经济和环境有关的讨论中的专门术语。旅游业也受到这个潮流的

影响。虽然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没有提及旅游，但是这个概念似乎被

认为是抵制旅游业负面效应的新型理想工具。 

可持续性基本上是一个资源管理问题。如果要使用地球上的资源，某种形

式的开发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在可接受范围内实现资源的合理开发，然而，

如何达到这个目标仍是众多讨论的议题。可持续发展是以发展为基本前提的，

跨界区域旅游首先要解决发展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以生态环境、后代人

的需要及社会和谐的牺牲为代价，而是要始终秉承可持续观来实施发展。按照

Globe’90 世界大会文件《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战略》中对可持续旅游发展概

念的阐述，即“可持续旅游发展被认为是在保持和增强未来发展机会的同时,

满足外来游客和旅游接待地区当地居民的需要。在旅游发展中维护公平,它是对

多种资源的指导,以使人们在保护文化的完整性、基本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和

生命维持系统的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和美学需要”。在这里，根据南开大学李

天元教授的解释,可持续旅游发展实际上既包括旅游活动的可持续发展，也包括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207]。换言之，对跨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完整理解应该是两

个方面：一是对跨界区域旅游活动的行为模式优化，避免对环境和社会文化的

破坏；二是跨界区域旅游业的开发者、经营者和管理者共同努力所实现的利益

协调。 

虽然跨界区域旅游发展有规划、有行动，但是由于所属关系比较复杂,通常

位于不同行政交界地带,这样无形中形成了不同行政区的旅游景区,在旅游经营

中，各自为战，缺乏协同机制，各行政单元的景区发展状态处于低水平层次上

的严重失衡状态。因此,要突出跨界区域的整体优势，美化统一的对外旅游形象,

成为一个具有核心竞争优势、有丰富“卖点”的著名旅游景区,必须变竞争者为

合作者,整合各个方面的力量,共同规划、共同包装、共同建设、共同发展。 



 

 89

旅游业归根到底是由众多旅游企业组成的,作为游客活动基地的旅游宾馆

和承担旅游客源招徕任务的旅行社,作用尤为重要。在跨界区域由于经济相对落

后，有一定规模的旅游企业严重缺乏,宾馆接待能力较差,星级意识淡薄,尚无星

级宾馆,旅行社不足,旅游景区的企业化进程缓慢,行政色彩浓厚,可持续发展严

重受制于旅游企业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应当立足于当地,营造旅游业大发展的

意识和氛围,扶持各级各类旅游企业的创立与发展,遵循市场规律,政企分开。同

时,积极包装项目,提供优惠,吸引外来投资创设旅游企业,多方位、多渠道完善

旅游企业体系,才可能壮大跨界区域旅游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条件。 

跨界区域发展旅游资源产业更依赖于旅游环境，旅游环境自身也可以成为

极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因此，旅游资源产业布局要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

思想，认真处理好资源整合过程中以下几方面关系。 

首先，旅游资源开发要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即以保护作为开发的前

提，在保护的基础上适度开发，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避免“先破坏

后保护”、“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做法。为了保持资源的原貌，可建立不同级

别的保护分区，如核心区、缓冲区和过渡区。 

其次，旅游资源开发应处理好分期实施与集中实施的关系。为了实现旅游

资源的永续利用，要求旅游开发不能“全面开花”，而应分期分批展开，逐步开

发新资源，设计新项目，保持旅游资源的永久吸引力。 

第三，处理好旅游业发展的外部性关系。所谓外部性，按照西方新制度经

济学代表人物诺思的解释是“当某个人的行动所引起的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

本，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时，就存在外部性”
[214]

。从旅游业的角度来考虑，

也就是说某种旅游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一定在其自身的成本或收益上表现出

来，但却会给其他个体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好处或坏处。长期的旅游饱和与超载，

将对旅游业造成致命的消极影响，因此西方有人称之为“旅游摧毁旅游[215]”。

因此，正确处理好旅游业发展的外部不经济问题，应以可持续发展的视角适度

开发，合理开发，根据跨界区域旅游资源的环境容量、旅游者容量以及基础设

施的容量标准进行限定开发，这样，才能尽量把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外部不经济

减少到 小。 

后，处理好生态旅游与人造景观的关系。在跨界区域建造人文景观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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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生态旅游的要求，尽量不去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和谐。生态旅游是指对环境

和旅游地文化影响较小，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促进保存野生动植物的多样性，

对生态和文化有着特别感受的带有责任感的旅游。生态旅游的目标就是保护旅

游地的自然环境，保持旅游地的生命力和多样性，改善旅游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这些正是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倡导的，把人造景观的生态要求体现在旅游业发展

的可持续上。 

4.4 布局制约因素 

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布局的依据是一个综合化与系统化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既要考虑影响资源产业开发的基础性条件，又要考虑制约资源产业发

展的政策因素和市场趋势，资源产业开发的基础条件是进行产业布局的前提，

而市场发展趋势和国家产业政策则是产业布局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向。具体而

言，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布局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4.4.1 地质旅游资源构成 

旅游资源的结构特征是决定旅游空间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连续分布

的同质旅游资源由于其资源性质的相似性很容易产生恶性竞争,未来的旅游开

发应尽可能将该类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形成主题与特色不同的景区；异质资源具

有的互补性特征则有助于丰富旅游产品内容,延长旅游线路，增强旅游产品的吸

引力,应进行区域旅游资源联合开发。跨界区域应根据旅游资源的结构特征进行

合理的产业布局，认清哪些旅游资源主要吸引近程客源市场、哪些旅游资源主

要吸引中远程客源市场,分清开发层次,构建有序、合理的旅游开发空间结构体

系[216]。 

对于地质旅游资源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了解其产生特点和形成的类别，从而

为地质旅游资源产业布局提供条件。就资源角度而言，常见地质旅游资源有以

下几种
[217]

。(1)褶皱、节理与断层。(2)地层剖面。 (3)生物化石。(4)山地和

凸峰。(5)奇特与形象山石。(6)峡谷。 (7)石林。(8)地震遗迹。(9)火山活动

遗迹。 (10)冰川活动遗迹。等等。在地质旅游资源产业布局时，应充分考虑地

质资源形成的历史以及存在的特点，根据其外在形式并结合其内在价值进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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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划和布局。 

4.4.2 市场定位 

旅游产业布局需要了解旅游市场结构，分析市场结构首先要明确市场划分。

根据产业经济学的理解，市场划分有三种角度：地理划分、产品划分和行业划

分。从地理角度划分市场，关键在于该地区是否能够成为一个较为独立的市场，

至少该市场能否相对独立。从产品角度划分，主要是以产品需求交叉弹性和供

给交叉弹性为依据，前者的交叉弹性较大，意味着该产品与替代产品同属于一

个市场；后者的交叉弹性较大，意味着有关生产要素与该产品的直接关联的关

系，因而也应该同属于一个市场。从行业划分角度来看，主要根据各国的行业

分类标准来进行。联合国制定了一个全世界的通用行业标准，主要表现为一种

技术的划分，是一种产品的技术分类[218]。跨界区域旅游市场的划分主要根据地

理区位的情况和旅游产业的开发程度进行，考虑到跨界区域远离中心城市，经

济发展水平较低，主要以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为主，因此，一定程度上是旅游

市场的初级水平。 

旅游市场需求的差异性、多样性，是市场细分的客观基础，旅游企业和开

发者要想在市场上获得成效，必须首先寻找和确定自己的目标市场，准确地进

行市场定位[219]。市场定位要求旅游资源开发一定要进行市场调研，准确把握市

场需求和变化规律，结合资源特色，寻求资源条件与市场需求之间的 佳结合

点，确定开发主题、规模和层次。市场定位根据旅游者需求来开发旅游资源，

但是并不意味着凡是旅游者需求的都可以进行开发。 

市场定位与市场容量是进行旅游产业布局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定位准确，

容量合理，才能布局合理，使产业结构有序。市场定位是测算市场容量的前提，

而市场容量则是市场定位的反映。旅游市场是指旅游产品交换过程中所反映的

各种经济关系的总和。它不局限于旅游产品交换的场所，而包含旅游产品交换

中供求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即旅游市场包含有买方、卖方和产品交换场所以

及与之相关联的各种交换关系。成功的旅游资源开发只有通过良好的市场销售

才能实现面向整个旅游市场，满足所有旅游者群体的需求。因此，旅游资源地

需要进行正确的市场定位，即开发主要针对某一类或某几类旅游消费群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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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源地市场的旅游产品。当然，也不排除规模大、资源品位高、种类齐全的特

大型旅游区，定位于全方位旅游市场。 

旅游资源开发的市场定位是指，确定旅游资源开发的客源地目标市场，对

客源市场进行细分，以便进行针对性营销，并开发出适应目标市场需求的旅游

产品。它是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保证。通常将客源市场划分为一级市场、二级

市场和三级市场。其划分依据主要是： 

客源地与接待地之间的距离、时间距离、交通条件和交通费用；客源地的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GDP 总值、人均 GDP、可自由支配收入和居民的出游率等；

客源地与接待地历史，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的联系以

及交流状况；接待地旅游资源与产品对客源地居民的旅游吸引力大小。除了将

旅游市场定位为一级、二级、三级市场之外，还可以根据地理变量、人口统计

变量、心理变量或行为变量等对旅游市场进行细分。市场划分越细，定位越准

确[173]。同时，在进行市场定位时，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市场定位的制约因素： 

首先是所开发产品的功能特点。通常，观光型产品市场适应面宽，但其为

基础性产品，类似产品 多；休闲度假型产品适应于中、高收入，享受型旅游

阶层，对低收入阶层吸引力不太大；专题型产品市场适应面 宽，但产品针对

性不强，往往受竞争对手影响较大。 

其次是资源地的地理区位特点。据研究，我国 80%的城市居民，出游半径

一般局限于距城市 500km 范围内。良好的区位位置可吸引大量的客源，即使产

品的品位不是很好，也可带来较好的市场效果。所以，一般资源开发的市场定

位常把资源地周边 200～500km 范围内的客源地，特别是城市作为资源地的目标

市场。对于产品级别高，但区位位置不好，交通可达性较差的产品，市场吸引

力会相应减少，所以一定要在产品的稀缺性、特色性上下功夫，以弥补区位的

不足。 

再次，潮流产品，即现在或将来可能受市场欢迎的产品，此类产品往往很

受喜欢猎奇、冒险、不爱从众的中、青年人特别是青年人的青睐。 

后，客源群体的旅游偏好，旅游者的旅游偏好往往受职业、教育程度、

文化背景、经济收入、性别、年龄、家庭、朋友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定位需要

考虑游客的旅游偏好，从其旅游偏好需求来确定市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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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旅游承载力 

旅游承载力的主要表现是旅游容量，容量的概念 初始于生态学和环境学，

旅游容量 早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 初是与旅游生态环境的保护联系在一

起的，但是由于当时旅游造成的环境问题还不十分突出，所以旅游容量的问题

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到 70 年代，生态学家和环境学家首先关注旅游容量的

研究，因此，旅游容量在某种程度上受生态学的容量概念影响。当时对旅游容

量的定义是：在不对环境造成不可恢复性破坏的前提下，旅游环境对旅游者的

大容纳能力。到 70 年代末，世界旅游组织和其他国际旅游组织开始重视旅游

接待地的环境问题，认为，旅游容量是所能维持的不对周围环境造成损害，不

对当地社区造成社会文化和经济问题的开发水平造成损害，与旅游者所能追求

的旅游产品的形象、环境类型和文化体验相兼容的游客人数。综上所述，一般

认为，旅游容量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旅游区在某一时段内，其自然环

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所能承受旅游及其相关活动在规模和强度上极限值的

小值。由此可知，旅游容量主要受原有生态质量、自然生态环境对旅游场所

所产生的旅游污染能够完全吸收和净化的能力以及人工处理污染能力等方面制

约因素 [221]。 

目前，在我们国家，根据旅游局制定的《旅游规划通则》附录 A 中，将旅

游容量分为空间容量、设施容量、生态容量和社会心理容量四种。 

旅游生态环境容量是指在一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下，旅游环境所能承

受的旅游者的数量，具体指旅游地生态环境自身恢复能力所允许的游客数量，

超出这一数量将对旅游地环境产生不良影响。计算的基准参数是一定时间内，

环境可以自净游客产生的污染物与人工处理量之和除以单位游客产生的污染物

数量。 

旅游心理容量是指旅游者对旅游地拥挤程度的心理承受能力的 大数量，

超出这一数量，旅游者的满意度将下降。计算的基准参数是单位游览面积容纳

的人数，这一人数乘以总面积。 

旅游社会容量指旅游地社区对旅游者数量的承受能力的 大数量，超出这

一数量，旅游地居民将对旅游业产生抵触情绪。计算社会容量的基准参数是通

过调查得出旅游人数和当地人数的合理比值，这一比值乘以当地总人数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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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旅游设施容量是指旅游地设施规模对旅游者数量的容纳能力。一般以旅

游食宿实际容量来计算。 

在旅游容量的测算上，一般通过确定游客密度和周转时间，或确定游客密

度和游客流速来进行。景区的游客密度指标是指在制定的时间内和密度标准下，

景区所接待的游客数量。旅游景点所能容纳的游人密度的上限或一定时间内所

能容纳的游人的数量通常被用作容量指标。这样，容量的测算方法可表示为： 

环境日容量面积测算法：C=(S/E)ⅹP 

式中：S表示可供游览的有效面积；E表示同一时间内每位游客活动所必需

的 小面积；P表示周转率。 

环境日容量的密度或完全游道测算法：C=(L/I)ⅹP 

式中：C表示环境日容量（人次）；L表示游道全长（米）；I表示每位游客

占用的合理游道的长度或面积；P 表示周转率。旅游环境承载力是指在某一时

期，某种状态或条件下，旅游区的环境所能承受的旅游经济和动量的阈值。所

谓“某种状态或条件”，是指在保护旅游资源和生态平衡的条件下，使旅游者感

到舒适满意。所谓“能承受”，是指这种旅游经济活动不会导致旅游环境质量的

下降和破坏，既不影响旅游环境系统正常功能的发挥，同时，也不会导致旅游

服务质量的下降。所谓“阈值”，是指旅游环境承载力有其上限和下限，超出上

限就会造成“超载负荷”；低于下限，又会造成旅游资源的浪费与闲置。但是由

于旅游环境承载力不是一个常量，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着的变量，因此，旅游

经济活动与旅游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变动性和动态性。 

旅游环境承载力涉及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自然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

包含了若干个相互联系的子系统，这些系统主要有土地、旅游资源、接待服务

设施和自然环境纳污力等方面的承载力。 

旅游业是一个有着复杂结构的综合性产业，是一种为旅游消费提供综合性

服务的经济活动，其目的是要满足消费者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旅游业的性质

和特点决定了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游览环境承载力（舒适游

览的旅游者数量）、生活环境承载力（旅游活动空间以及消费活动的能力）、旅

游用地承载力（可供旅游开发建设土地面积）和自然环境纳污力（自然环境对

污染承受能力），以及这四个方面所构成的旅游经济综合承载力。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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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旅游产业现状 

旅游是一种社会现象，任何区域的旅游业的发展都不是在零起点上开始，

都是在已有的旅游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跨界区域旅游业的发展也是一样，产

业布局必须考虑现有的旅游业发展环境，对产业发展环境、产业规模现状、产

业结构现状以及旅游效益现状进行调查，为进行新的产业布局提供相应的依据。

具体而言，产业现状的调查主要有： 

从产业发展环境来看，要了解旅游产业政策情况，包括当地政策、法制环

境是否支持旅游业，跨界区域不同行政区划内对旅游区域的政策情况；当地居

民受教育程度，民俗民风以及居民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旅游信息化程度，高

技术在旅游业中的运用情况等。 

从产业规模角度来看，主要了解当地旅游总收入、旅游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旅游产业增加值占三产的比重；旅游从业人员总量及其分布，游客接

待总量及其分布等。 

从产业结构来看，主要调研产业部门的情况，包括旅行社、饭店、景区、

交通、基础设施等；旅游产品的情况，包括现有旅游产品的特色、结构、档次

等；旅游企业情况，包括企业性质、规模、资金等；旅游设施配置的均衡情况。

旅游发展空间结构的优劣,取决于各旅游点间旅游交通网络的完善与否,其对区

域旅游流的空间组织功能具有直接的作用和影响,连接紧密、通达度高的交通网

络是区域旅游空间结构优化的保障和推动力。交通条件的变化往往会引起旅游

资源吸引力的变化,在休闲度假市场需求驱动下,与交通联系便捷的旅游资源富

集区将成为跨界区域旅游网络系统中的重要节点。 

从旅游效益来看，主要了解旅游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环境效益的情况，

并分析它们对当地生活的影响程度。 

产业布局政策是指政府为实现产业分布的合理化而采取的政策手段的总

和，是实现产业合理分布的重要手段。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实现产业分布的合理

化。尽管产业是否合理的标准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但是，判断其是否合理的主

要依据是能否有利于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跨界区域的旅游资源的分布以及

开发存在着不平衡的状态，如果任由不平衡发展下去，那么这种不平衡对当地

经济的发展将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产业政策一定程度上是促进区域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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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的平衡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满足社区综合发展的要求。在跨界

区域，由于存在不同的行政区划，各行政区划的产业政策存在差别或是不同步，

因此，在制定跨界区域旅游产业政策时，首先应协调好不同行政区划关于旅游

政策的关系，尽量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加强政府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

商，建立相互沟通的协调机制，使区域旅游政策得以有序实施。 

同时，跨界区域旅游产业政策的制定应根据旅游资源开发的不同程度进行，

一般来讲，在开发的早期阶段，主要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旅游业的发

展效益，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大型投资公司到区域投资旅游业，尽量保持区域旅

游快速发展，提高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的认同和旅游业在社区中的综合作用。在

旅游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业政策注重加强区域间平衡发展，加强旅游区域

的环境保护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注重区域旅游的形象建设和品牌营销。在

产业布局上，既要符合国家旅游产业发展的要求，加强旅游地的环境治理，为

提高当地生活水平做出相应的贡献，同时，又要协调区域内部不同企业、部门

以及不同社区的关系，使各方面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促进区域旅游发展。 

由于跨界区域发展旅游业基础较薄弱，基本设施较落后，因此，在政策的

制定上应持鼓励的态度，加强不同区域的合作，政府机构在以下几个方面应有

倾斜：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加大政府投资；其次是在税收方面对旅游企

业的税率降低或持减免政策以促进跨界区域旅游业的发展；第三是在财政支持

方面应加强财政补贴，对区域旅游投资的企业可以采取低息贷款政策；第四，

在项目引进、项目审批等环节上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态度。 

4.4.5 客源构成 

一定数量的客源基础是对旅游区域进行规划布局的基本条件，游客数量与

旅游效益是直接相关的，没有一定数量的旅客作为支撑，旅游区域的开发难以

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产业布局也没有必要。 

客源一般包括本地和外地两个方面，本地客源一般都是短线客源，旅游时

间较短，外地客源一般为长线客源，旅游时间较长。同时，客源在时间和空间

上都会发生变化，在时间上，客源的季节性变化导致了旅游的淡旺季的产生；

在空间上，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导致客源的分布半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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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的不同，旅游资源特色强、规模大、社会和经济环境好的旅游地，客源辐

射面广、规模大、综合效益高。 

在客源市场的预测方面，目前有关此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并提出了

一些预测方法，如探究预测、推演预测、标准预测和总和预测等，这对分析和

把握客源市场的构成以及变化趋势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一般而言，制约客源发

展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居民收入情况，人们的收入水平与它们的出行力存在明显的正相关，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年收入达到 400 美元时，就会产生国内旅游的需求；

当人们的年均收入达到 800 美元时，出国的旅游随之产生。例如，在美国，9

岁以上的人口中，平均有 76%的人参加了户外游憩活动，平均年游憩日数为 95

天，但如果考虑收入水平，富人与穷人的参与率明显不同，高收入家庭平均有

90%的人参与年均 132 天的户外游憩，而低收入家庭参与率是 57%，年均游憩日

数是 80 天[223]。 

其次是闲暇时间情况，从时间角度看闲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居民出游高低，

甚至是与经济收入同样重要的两大影响因素之一。调查发现，尽管我国在 1995

年 5 月 1 日开始实行每周两天的休息制度，但我国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出游习惯

是很不同的，在兰州地区，居民主要的娱乐活动是以自家内的活动为主，大部

分居民外出休闲活动限制在住区附近；而在东部地区，周末时间表现出较强的

出游力和活动空间。 

再次是旅游者年龄。年龄不同，旅游的需求也不同。总的说来，作为一个

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旅游者，年龄与旅游活动的参入率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年轻

人与老年人更趋于参加旅游活动。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不同类型的游憩活

动，不同年龄层的人参与率是不同的。例如，对于徒步履行或者背包履行，年

轻人参与更集中，而对于观赏风景，随着年龄增加参与率也相应增加。 

此外，制约游客市场的因素还有职业情况、教育程度和家庭结构等。研究

表明，职业不同，意味着收入、闲暇时间和教育程度的不同，旅游的倾向和需

求也不一样。调查表明各种职业的人都把观赏自然风景放在了首位，科技人员

与公务员经常借出差之际到目的地旅游，公司职员外出旅游的比率在各职业中

也居显著位置，表明公司人员工资水平高，他们出游能力较强，离退休人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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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主要集中于探亲访友和度假修养及娱乐等目的。学生群体出游愿望强烈，但

依靠家庭的经济基础。从教育程度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旅游的需求越大，

而且，受教育程度不仅影响着出游率，还对不同类型旅游活动的偏好具有影响，

文化程度越高，消费能力越强，因此旅游购物消费水平也越高。从家庭结构来

讲，单身家庭游憩活动的参与率要低于已婚夫妇家庭。 

根据上述制约旅游人数的相关因素，当前研究者制定出预测游客人数的几

种方法的内容如表 4.1 所示几种预测技术及其适应环境。 

上述预测的方法离不开数学的方法和算术的帮助，但仅有数学和算术的方

法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在产业布局过程中遇到决策过程、变量随时间的

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较多，因此，有必要考虑定性因素问题。客流市场的

预测不仅决定于市场本身的基本特征，也与吸引它的目的地的特征有关。 

 

表 4.1 旅游预测技术与适用模式 

预测类型 类型释义 适用模式 

探究预测 

趋势外推 

寻求符合逻辑的变换方案 

趋势组合：时间序列分析 

回归分析 

引力模式 

历史类推法 

情境预设 

现象学分析 

推演预测 
事件发生概率估计 

决策过程中的内在期望 

头脑风暴 

德尔菲法 

标准预测 
对希望到达的未来状态及引

致该态势的途径的外在描述 

标准情景预 

设贝尔斯统计模式化方法 

总和预测 

研究选项的暗示意义 投入产出模型 

交叉影响分析 

图形化方法 

权重预测法 
根据前几年的数据和设计权

重进行预测 

越接近预测年的数据权重越高 

4.5 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布局模式 

产业布局是在一定的地域内展开，地域的具体条件是决定布局的依据。同

一时期不同地域或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不相同相应采取不同的布局模式。

同时应当看到，跨界区域内旅游资源在一定的时间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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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旅游产业布局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不能朝

夕变动，导致产业发展无所适从。在跨界区域，根据旅游资源存在的赋存状态

和影响产业布局的相互制约因素的作用，产业布局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4.5.1 极化布局模式 

旅游地空间结构是旅游系统构成要素在一定地域空间内的相对关系和分布

形式,是旅游者空间活动和区位选择的结果,其空间变化遵循非均衡———均衡

的演化规律。在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的作用下,不同旅游节点的分布呈现出明显

的分离性特征,导致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一般形式由早期的“均质点状”向“镶

嵌式面状”演变。在此过程中,接待服务设施体系完善、旅游业发展基础较好的

旅游地在市场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与主要客源市场之间的联系便利,具有旅

游“增长极”的作用,对区域旅游具有推动作用,应作为优先开发重点加以考虑
【224】

。

极化产业布局模式主要由此而来，该理论依据是增长极理论，该理论认为，一

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同产业增长的速度不同，其中增长较快的是主导产业

和创新产业，这些产业或企业一般都在某些特定区域或城市集聚，优先发展，

然后对周围地区进行扩散，形成强大的辐射作用，带动周围地区发展。这种集

聚了主导产业和创新企业的区域就被称作增长极，这种产业布局模式成为极化

布局模式。 

极化布局模式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布局依据，早在 1965 年，冈恩（Gunn）

率先提出旅游吸引物综合体布局模式，它是在旅游地中心布局一个社区服务中

心，外围分散形成一批旅游吸引物综合体，并用交通线将社区服务中心与旅游

吸引物综合体相连接，如图 4.3 所示为自然风景核心吸引布局模式，在自然风

景魅力突出的旅游地，通过此布局模式可进一步提高自然风景点的吸引力，布

局重点是娱乐设施.其次是住宿设施，这些设施围绕着核心自然景观，其交通联

络道路构成闭环，设施与中心景点之间也有步行便道或车道连接，交通网络呈

车轮或伞骨形，如图 4.4 所示为服务中心为核心布局模式
[210]

。实际上是一种极

化布局模式在核心风景区和服务中心区进行旅游产业布局的表现。 

在跨界区域旅游业的发展中，也存在增长极现象，由于跨界区域资源的分

布不均衡，对资源开发的认识水平和开发能力存在较大区别，因此，有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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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旅游资源开发较早或者开发比较成功，这种区域对其他区域具有两方面作用：

首先是示范和带动作用，在优先发展区域的带动下，其他区域的旅游业也竞相

发展起来，从而对促进整个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对其他区域的资源开发具有制约作用，表现在优先发展的区域在资源

利用、市场开拓、基础设施的占用、游客的吸引等方面都存在竞争关系，影响

了后来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因此，极化发展战略应该以优先发展的景区为中心，

着力培育优先发展区域的规模，提升优先发展区域的层次，然后根据区域旅游

开发原则，陆续开发和经营其他区域旅游业，从而促进整个区域旅游发展。

 

线路 

服务中心 

旅游吸引物综合体 

图 4.4 环服务中心布局模式 

饭店 

餐馆 

商店 

娱乐设施 

核心 
景点 

图 4.3 环自然风景点布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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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化模式的布局如图 4.5 所示可知，主要是各种资源和设施以及旅游营销、

管理等活动围绕核心区域重点进行，其他旅游资源也主要是为核心区域的发展

提供相应的支持，同时，在发展核心区域时，带动和促进其它旅游资源的开发。

例如，墨西哥通过构筑核心旅游目的地，整合全国旅游资源，就是极化旅游产

业布局的案例。1970 年，墨西哥政府为了适应北美地区旅游者寻求新的“3S”

型旅游度假地的市场新趋势，采取了着力构筑核心旅游吸引目的地，并以此为

中心整合全国旅游资源的方法。墨西哥政府、世界旅游组织、联合国开发署、

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或区域组织经过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合作开发建设，目

前，坎昆已被誉为加勒比旅游首都，成为墨西哥及周边地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和国际旅游集散中心
[4]
。 

一般而言，极化旅游产业布局适合那些仅拥有单个特色品牌旅游吸引物，

且地理范围相对有限的区域，跨界区域的行政控制力较强。如福建的武夷山旅

游区。武夷山市的众多旅游景点中只有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的资源品牌突出，资

源吸引力强，对周边其他旅游景区产生明显的屏蔽作用，长期以来形成武夷山

“一枝独秀”的旅游发展格局。所以出现了主要的旅游服务设施集中在武夷山

国家旅游度假区周围，表现出明显的同心圆布局。 

 

 

 

 

 

 

 

 

 

 

 

 

图 4.5  极化产业布局模式示意图 

跨界区域                          跨界区域     
 

旅游产

品构成 

基础设施

使用 

其他景区

资源 

区域管理

运行 

其他景区

资源 

市场营销

展开 

核心资源

景区：优先

发展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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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点轴布局模式 

前面提到，跨界区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之一是线性流域型的跨界区

域形式，如茶马古道、长征线路、长江流域等都是跨界的线状流域的区域，这

种区域的旅游产业布局可采用点轴的布局形式。一般而言，点轴的布局形式是

极化布局形式的延伸，从产业发展的空间过程看，产业，特别是工业，首先集

中在条件较好的城市发展，呈点状分布，这种产业点，就是区域增长极，也就

是点轴布局模式中的点。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点逐渐增多，点与点之间，由

于生产要素流动的需要，需要建立各种流动管道将点与点相互连接起来，因此，

各种管道，包括各种交通道路、动力供应线等就发展起来，这就是轴。在跨界

区域，也存在点轴布局的形式。区域内，某一部分的旅游资源相对集中，开发

较早而且发展较好，这样就形成了旅游区的核心点；在区域内的其他地方，也

同样存在这种资源相对集中，开发也比较成功的景区，而且这两个景区之间存

在区域内旅游产品互补的特点，这样就需要建立相应的设施把两个景区为代表

的旅游带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旅游区域，在产业发展形式上呈点轴分布。

跨界区域旅游产业点轴布局的核心是以区域内中心景区为点，在点与点之间发

展旅游体系，形成区域完整的旅游系统。如图 4.6 所示，要实现点轴模式旅游 

 

 

图 4.6 点轴布局模式示意图 

 

业发展，除了要确保“景区”这些点的资源质量外，避免由于资源质量下降造

 
景区 A 

 
景区 B 轴状产业布局： 

基础设施、餐饮、交通、住宿、

通讯、银行、商店等 

跨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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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旅游产业成效的消失。同时，还必须在各个“点”上下功夫，区域整体的形

象定位、宣传促销及其他一体化操作均应以各“点”为取向，实现统一品牌、

统一市场、统一运作，发挥产业集群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品牌效应。 

 

4.5.3 网络布局模式 

网络布局是点轴布局的延伸。一个比较成熟的经济区域，其空间结构必须

同时具备三大要素：一是“节点”，即各级各类城镇；二是“域面”，即节点的

吸引范围；三是“网络”即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

的流动网。这种布局适合布局框架已经形成，点轴系统比较完善，经济比较发

达的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经济结构的布局。在跨界区域发展旅游业同样需要

网状的布局模式。由于多个点轴状的旅游带发展较成熟，于是旅游企业在区域

内进行恰当的单元功能分工，兼顾各单元的互补性，协调布局群内旅游服务设

施，彼此之间形成合力，进行竞争合作。在网络系统的基础上，地理上相互接

近的旅游企业之间通过大量的产品交易、分包、旅游项目的联合开发、非正式

交流等活动，逐步形成以信任和承诺为基础的区域性旅游体系。随着交易网络

和社会网络的融合，网络布局内企业的交易成本不断降低，网络布局的优势不

断显现。如图 4.7 所示为网状旅游布局模式图。 

网状旅游业布局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一是跨界区域各旅游景点和旅游企业

虽然有一定的分散性，但由于各集聚体仍有较好的凝聚，仍能共享中间投入品

的好处，产生集聚效应。二是有多处集聚体，资源组合较为丰富，功能互补，

能满足旅游者多样化的旅游需求，集群风险较小。三是区域内各企业之间竞合

效应较好。由于网络布局能进行恰当的功能分工，企业之间的竞合协同效应较

好，彼此之间形成合力，从而共同提升区域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跨界区域旅

游业网络布局应在重点培育区域内拳头产品，形成区域旅游产业的“龙头”之

时，也充分发挥网络关联的优势，优势互补，形成统一的鲜明的区域旅游形象，

发挥区域的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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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网状布局模式 

 

对于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的布局，特别是山岳型旅游地的布局，应考虑到地

形起伏较大，旅游地空间布局除了要受到保护环境、方便游览等因素影响外，

还受到地形因素的制约。各地名山，因岩性不同而相异成趣。沉积岩、变质岩、

火成岩等不同的基岩，在不同的内外力引力作用下，风化程度、岩石色彩、断

裂形式、植被状况各不相同，形成山形、山势、山貌的万千姿态。在我国，“天

下名山僧占多”，经过数千年的优胜劣汰，逐步形成了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寺观园 

林布局模式：以不破坏自然环境为根本，游览线路以串联尽可能多的景点为目

的；建筑设施或据山而设，或置于山巅，或深入山坳，或隐入洞壑；背山若靠，

面水如镜，群峰合围若环，构成背景、对景和环景。根据上述跨界区域旅游资

源开发的布局模式的一般原理，跨界地质旅游资源的布局可以采取如图 4.8 的

综合布局模式
[210]

。 

4.6 本章小结 

 产业布局既是进行地质旅游资源整合的目标，也是进行旅游资源产业化整

合的出发点和主要依据。任何布局都是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和产业现状的条件

下进行的。产业布局的目标是使资源产业化的整合结果更趋于合理，实现整合

一体化的目的。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布局主要是指根据资源分布情况对旅游

 
景区 A 

 
景区 B 轴状产业布局： 

基础设施、餐饮、交通、住宿、

通讯、银行、商店等 

跨界区域 

景区 C

 

轴 状 产

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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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进行内部设计、调整、引导和规划以求跨界区域旅游产业得以不断发展的

行为，归根到底是一种旅游产业的规划活动，只是这种活动更具体，更有针对

性，主要就是针对旅游产业的分布与构成情况，结合跨界区域不同的行政主体、

不同的企业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进行旅游业的规划。 

 
 

 

 

在旅游资源产业化布局中首先要了解制约布局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有些

是内部因素，如资源的现状、开发水平、产业水平、行政区划的范围和级别等。

有些是外部因素，如客源情况、产业政策、外界投资情况等。对于内部因素，

可以通过协作与沟通的方式加强协调，达成布局共识。对于外部因素，需要进

行充分调研，全面了解和运用各因素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制约机制，使之对区域

旅游资源开发起到正面推动作用，因而，在产业布局过程中必须遵循两个基本

原则：整体化原则和可持续原则。由于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布局在一定程

度上是一个战略问题，从跨界区域行政管理的多层次、多方面以及跨界区域资

源分布的分散性和资源开发的不平衡特点的实际来看，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

化布局的上述几个原则是相互制约的。整体化原则要求在对边界整体旅游资源

开发时可以做到全面安排、全面设计,兼顾各方经济利益,多角度、多层次综合

游览道 

主体景观

一般景观

图 4.8 跨界区域网络旅游布局模式 

跨界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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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各种资源类型。可持续原则要求对跨界区域的发展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是对跨界区域游活动的行为模式优化，以避免对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破坏；二

是跨界区域旅游业的开发者、经营者和管理者共同努力所实现的利益协调。产

业布局是在一定的地域内展开，地域的具体条件是决定布局的依据。同一时期

不同地域或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不相同，相应的采取不同的布局模式。同

时应当看到，跨界区域内旅游资源在一定的时间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产业政

策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旅游产业布局具有相对稳定性特点，不能朝夕

变动，导致产业发展无所适从。在具体布局中，要结合区域实际和各种制约因

素，全面分析，综合调整，以达到旅游资源产业开发整体效益提高的目的。布

局主要有三种形式：极化布局模式、点轴布局模式和网状布局模式。三种布局

模式不是绝对的，主要根据区域各方产业发展的特点和水平来定，结合资源、

客源、市场等的实际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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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链的构建 

5.1 跨界区域旅游产业链形成机理 

5.1.1 旅游产业链的内涵 

跨界区域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要依靠一定的资源作为基础，没有优越的旅游资源

条件，跨界区域的旅游业难以建立和发展。同时，也应当看到，旅游业如果不能够向

纵深产业推进，跨界区域旅游也难以持续发展。由于跨界区域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

不同的行政区划之中，其产业链的构建需要处理更多的关系并解决相关的障碍。 

 关于旅游产业链的内涵，目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从旅游供需

关系来理解，如认为旅游业链是指为满足旅游者的旅游需求，以旅游产业中具有

竟争力或竞争潜力的企业为链核，通过适当方式将旅游产品间接或直接销售给

旅游者以助其完成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行和游览，从而在旅社、饭店、餐

饮、旅游景区、旅游交通、旅游商店、娱乐业等行业之间形成的相互依赖、相

互制约的经营系统。根据这一界定，旅游产业链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旅游产业链 重要 根本的功能是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整个旅游产业链

的存在依赖于旅游需求的存在。从服务对象的需求角度分析，旅游产业链的服

务可分为核心服务和基本服务。核心服务主要用来满足旅游者游览、休闲等的

核心利益，基本服务主要用来满足旅游者食、住、行、游、购、娱等需求的餐

饮、饭店、交通、旅游景点(区)、商业和娱乐等产业。这些产业之间存在着相

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它们共同作用，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第

二，旅游产业链服务旅游者的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包价方式，通过旅行

社和中介服务机构将旅游产品间接销售给旅游者;另一种为零售方式，旅游者不

通过旅行社等中介组织而到达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链上的各企业将旅游产品

直接销售给旅游者[225]。从旅游的供给与需求关系来看，旅游业是由供给与需求

关系相互拉动而产生，旅游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从而形成不同需求的旅游种类；

为满足不同需求的需要，不同的企业要提供相应的旅游服务。此种产业链可以

称为供需链。如图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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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旅游产业供需链
[225]

 

 

旅游产业也可从三个层面分析:核心层、直接支撑层和间接支撑层。处于整

个旅游产业核心的应该是旅游吸引物，其作为旅游活动的客体对旅游者的来访

起着激发或吸引的作用，整个旅游活动及旅游业的正常运转都是围绕它进行的，

旅游吸引物是旅游业的灵魂。直接支撑层包括旅行社业、旅游餐饮和住宿业、

旅游交通业。直接支撑层与旅游者的关系 为直接，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业务占

绝对比重。间接支撑层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指旅

游目的地中主要为当地居民提供但也同时向旅游者提供的设施和服务。如图5.2

所示即为该产业链形式。 

 

图 5.2 旅游产业层次链 

 

间接支撑层：基础设施

与公共服务 

直接支撑层：旅行社、

餐饮、住宿、交通等 

旅游核心层：旅游吸引物 

需    求 

旅 行 社 

 

供                               给 

饭店 住宿 

景点 交通 

商业 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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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旅游业过程的系统性分析可以看出，旅游业是一个关联性极强的产业,

它的发展必然带动其它相关行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产业发展系

统。从旅游产业形成过程以及旅游的内容来看，旅游业主要包括旅游者行为方

式、旅游产业过程、旅游产业类型以及它们相互关联的趋势。此种旅游产业链

可以称为过程链。（如图 5.3）。 

从过程链分析，旅游产业通过向旅游者提供旅游产品而获得利润。为了向

旅游者提供从离家外出直至返回定居地这一期间在食、宿、行、游、娱、购等 

 

 

 

多方面的产品，需要多种不同类型企业的协调配合。其中不仅包括为旅游者提

供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旅游企业，也包括既向旅游者、也向当地居民提供产品和

服务的间接旅游企业，还包括众多对旅游业构成影响的支持性产业中的企业

[226]
。旅游产业过程的实现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环节，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必须

建立在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发展的基础上,没有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便不可能为

旅游业发展提供更多的物质保证。因此,旅游业要发展,必须向一些部门增加投

入,使相关产业和配套设施能与其同步发展。另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又必然会

旅游者行为方式 

食 

住 

行 

游 

购 

娱 

旅游产业过程

观光旅游 

休闲度假旅游

文化旅游 

农业旅游 

工业旅游 

时尚旅游 

旅游产业

观光旅游 

度假旅游产业

文化旅游产业

农业旅游产业

工业旅游产业

时尚旅游 

上游经济产业

旅游产业群 

下游经济产业 

图 5.3 旅游产业过程链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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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相关部门提供广阔的需求市场,能直接或间接带动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

邮电通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相关产业发展。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资料表

明,1 元钱的旅游直接收入,可带来 4.5 元相关产业的收入
[198]

。这种关联性的投

入与产出的关系，不仅是发展旅游业的前提，更是发展旅游业的落脚点，由此

可以带动整体区域经济的发展。 

5.1.2 跨界区域旅游产业链的形成 

波特(Porter,1986)在通过论述一个企业内的价值累积过程中相关活动的

关系,提出价值链的概念,他认为，当供应、生产、研发、销售和售后服务各种

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时，价值链就成为全球价值链。但是近年来,随着企业之

间联系的加强，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延伸到企业之间的关系[227]。不仅如此，价值

链的研究又渗透到各个产业之中，一般而言，价值链和产业链是涵义相同而表

述不同的概念，价值链侧重于内在作用的实现，产业链侧重于价值的实现形式。 

一般认为，旅游是人们离开惯常环境去寻求某种经历的一种活动，在这个

过程中，旅游者从出发地点到达目的地再返回，要经过十个环节，与旅行社、

旅游饭店、旅游购物、运输公司、旅游目的地景区等发生关联,从而推动旅游产

业链的形成与发展[5]。如图 5.4 所示，旅游者在旅行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需要

不同的企业为其完成旅行活动而提供不同的服务或者提供相关产品，而每一个

企业的经营活动，又需要其他相关企业为其提供一定的保障，如此相互依赖，

循环制约，形成了旅游业的产业链系统。 

从上述关于旅游产业链的定义及产业链形成的内在机理可知，跨界区域旅

游产业链是旅游产业链的一种形式，其主要区别是跨界区域产业链的形成在一

定程度上是一个供需平衡的外力驱动过程，而且，相较于比较成熟的城市旅游

而言，跨界区域旅游产业链链条较短，产业链的环状循环系统不是很完善，系

统性不是很充分。尽管如此，跨界区域发展旅游产业依然有构建旅游资源产业

链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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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与游客的初次接触 B 旅行社 C 行政变革 D 登机 E 机场购物 F 飞行 G 移民  H 旅馆  

I 手工艺品购买  J 执行代表 

图 5.4  旅游体验与相关支撑环境
[228]

 

 

首先，跨界区域旅游产业链是为了完成区域旅游的需要。旅游产业链的构

成是为旅游者提供旅游产品，满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的各种需要，因而需要各

种交通、餐饮、景区、基础设施等服务。在系统中各组成要素相互依赖、共同

作用。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发生变化都将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例如，旅游者偏

好发生变化，旅行成本或模式发生改变，或者开发了新的旅游资源，提供了新

的服务，原来旅游系统的平衡状态就会偏移，系统中的其他要素也要发生相应

的变化。在供给子系统里，餐饮、饭店、交通、景点、商业和娱乐等产业之间

相互关联，共同为旅游者提供旅游产品而不致使旅游中断。供给子系统的描述

也体现了旅游产品作为一种组合产品的特点。满足旅游者的旅游需要是构建产

业链的基本条件，也是完成一个旅游活动的基本保证。 

其次，跨界区域旅游产业链的构建是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基本途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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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的发展表现出如下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旅游产业的创新与研发的联系较

弱。与制造性产业“产—研”密切合作不同，旅游业中“供—需”互动十分频

繁，而且这种顾客与供应者之间的互动在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是旅

游业创新在关注技术变革和进步的同时，更加重视制度和组织上的变革。由此

可见，只要是通过改善经营为旅游者提供满意的消费需求，从而使旅游地处于

向前发展、持续繁荣的状态，旅游企业也从整体上获得更多的增加值，都属于

旅游业的创新范畴。 

发展旅游业是跨界区域增强经济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是，单纯的旅游

业或者单纯的旅游资源产业使得区域经济发展相当脆弱，而且经济发展的动力

不足，因此，必须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影响其他相关行业，提高区域竞争力。

影响区域旅游业竞争力的因素非常复杂，不仅包括旅游资源这一基本要素，更

包括将旅游资源转化成旅游产品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人才、创新能力、信息沟

通能力、资金等诸多高级生产要素，以及其他对区域旅游业发展起支持作用的

区域经济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因素。正是由于旅游产业综合性特点，

决定了该产业的繁荣能够带动众多支持性产业的兴旺发达，进而带动区域经济

的振兴，因而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纷纷出台鼓励政策促进其发展。促进区域

旅游发展的政策无疑为区域旅游业发展吹去了春风，但同时也加剧了区域间旅

游业的竞争[226]。在这种竞争和带动作用下，旅游产业的其它相关行业也发展起

来。 

第三，构建旅游产业链是跨界区域旅游产业升级的需要。关于旅游产业链升

级的研究是近年来旅游业研究的热点问题，根据 2000 年至 2005 年在国内学术

文献的检索,我们可以归纳出近年来通过价值链来分析旅游业发展和升级的研

究进展。从相关的研究中发现，旅游产业升级主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运

用网络及信息通信技术对旅游价值链进行重构。包括旅游组织信息网络建设,

信息和通信技术支持下的旅游价值链进行重构，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需求主导

型和技术主导型价值链模式建设等。其次，是关于中国旅游业虚拟网络的整合。

包括旅游价值链和旅游代理机构管理，公共关系对建立旅游价值链建设影响，

旅游价值链与相关产业链的兼容及整合。第三，是建立促使旅游产业升级的旅

游价值链网络，从而使旅游业务网络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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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旅游业务升级的过程和方式来看，我们发现旅游产业升级是一个系

统化和综合化的过程。自 197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实力大大提高。目前,

中国正处于人均 GDP 超过 1000 美元后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早期的沿海

城市如上海、深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5000 美元，消费需求的提高和即将进

入的外资的激烈竞争给我国旅游业和休闲娱乐业带来很大的压力，旅游业将不

可避免的进入升级期，如表 5.1 所示可以看出旅游产业升级主要表现在旅游目

的地的升级、旅游方式的升级、旅游交通的升级、旅游服务的升级以及旅游产

业的升级等，而每一种升级都是产业升级的表现和结果，是旅游业向纵深方向

延伸的途径和趋势。    

 

表 5.1 旅游产业升级途径和内容 

旅游活动 升级途径 

旅游目的地 本地——国内——国外——全球 

旅游方式 观光旅游——休闲旅游——体验旅游 

旅游交通 火车、公共汽车——个人汽车、飞机——邮轮/游艇 

旅游服务 旅游接待——大众化服务——专业化服务 

旅游业地位 自发产业——支柱产业——领军产业 

 

具体到跨界区域，由于地处偏僻，其经济的发展有赖于主导产业的带动，

在以资源为龙头的旅游区域，如果始终依赖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则跨界区域

旅游业的发展会后劲不足，也不符合世界旅游业从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发

展的趋势。由于旅游是一个高度关联性的产业，与旅游业相关的产业之间是相

互作用的。旅游业的关联性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相关产业的发展状

况又影响着旅游业的发展。没有这些相关产业的支持，旅游业将陷人孤立无助

的境地。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相关产业。这样才不会使某

些产业成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要提高旅游产业的辐射能力，带动

相关产业的发展，就必须扩展产业领域，向相关产业渗透，深化产品开发。因

此，在跨界区域，在充分做好资源观光旅游产品的前提下不断创新，融合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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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和信息技术的优势，发展创新旅游业，不断促进跨界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并

以此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延长旅游产业链，为区域旅游升级打下基础。 

5.2 跨界区域旅游产业链的构成 

旅游产业链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构成方式，例如前向关联链，后向关联

链；产业内部纵向关联、产业间生产过程横向关联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联；

根据产业间关联的方式可以分为产业单向关联和多向关联等[229]。有的学者根据

旅游产业有无旅行社把旅游业分为有中介的关联和无中介的关联两种形式[225]。

由此可见，产业关联的构成根据不同的标准、按照不同的要求可以有不同的构

成方式。跨界区域旅游业的发展主要受制于区域经济水平和资源开发的现状以

及各行政区产业联合的程度。一定程度而言，跨界区域旅游业是从资源观光旅

游开始，因而其产业延伸的广度和深度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根据跨界区域旅

游资源开发的特点以及旅游产业开发的层次水平，我们可以把跨界区域旅游产

业链分为基本产业链和延伸产业链。 

5.2.1 基本产业链 

基本产业链是为保证旅游业正常进行而必须具备的产业形式，它是发展旅

游业的基础和深化旅游业发展的前提。根据联合国《国际产业划分标准》，旅游

基本行业是直接与旅游者发生联系并为之服务的企业组合，包括:核心旅游产品

经营企业，旅行社，以旅游饭店为代表的旅游住宿业、餐饮业，旅游交通运输

业，旅游娱乐业，旅游用品和纪念品销售业等。这些行业和部门共同支撑“食、

住、行、游、购、娱”旅游产品的六大要素，向旅游者提供完整与完美的经历

和体验。因此，旅游业形成了以旅游吸引物为核心满足消费需求的产业体系。 

基本产业链的企业并不位于上、下游明显的价值链上，相互之间并不是投

入—产出关系(或垂直关系)，而是通过旅游者的活动相互联系，即旅游业内的

企业之间大多是横向联系。在一个旅游目的地，旅游者的体验如何不仅在于核

心吸引物的吸引力，还在于其他辅助性企业的质量和效率，如饭店、餐馆、购

物店、交通设施等。旅游集群的成员是互相依赖的，单个的旅游产品组合成整

体旅游产品，为旅游者提供完整的旅游经历，它们之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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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的关系。一定程度而言，跨界区域的旅游首先从基本产业链起步，构建旅

游业发展基础，使旅游业的“六要素”能够顺利完成，这也是跨界区域发展旅

游业的基本条件和前提。 

例如：大别山六安地质旅游公园为进一步提升红石谷风景区内在价值，景

区经营公司佳胜集团不断挖掘景区内在优势资源，先后成立了“红石谷”六安

瓜片生产基地和将军湖水上游船公司等。景区现有“红石谷”六安瓜片生态观

光茶园千余亩，建造了“红石谷”六安瓜片茶博馆，而将军湖(响洪甸水库)水

域良好的水域和生态环境，则增添了红石谷风景区内在价值和内涵，为景区推

向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以景区经营为中心，向旅游商品、新增旅游项

目、特色旅游等方式发展是构建基本产业链的重要方式，使红石谷景区不断向

国家级 4A 风景区的标准规范景区开发，保持了景区的吸引力。 

5.2.2 延伸产业链 

延伸产业链是在基本产业链的基础上向产业纵深发展所产生的产业链条。

跨界区域尽管首先从旅游资源开发起步，但要深入发展旅游业就必须对基本产

业进行纵深整合，形成延伸产业链。产业链的延伸为旅游目的地及单个企业创

造了附加价值，包括提高竞争能力、扩大市场、增加机会和收入，使所有参与

者获利。通过实现跨行业、跨部门的协作和一体化，能够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

并形成创新和竞争的环境。旅游企业之间的联系、旅游企业与旅游业之外的行

为主体之间的联系，是为了满足顾客需要所必需的。旅游产业链由旅游基本行

业延伸到非常广阔的领域。张帆、王雷震等人曾对此进行量化的专门研究，认

为旅游直接影响的行业有 12 个，间接的影响部门有 47 个，引致影响部门有 20

个
[222]

。实际上，在跨界区域，这种延伸也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现有产业状况、

区域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制约，具体而言，延伸产业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

开： 

从旅游产品方面延伸，根据跨界区域旅游资源的特点，可以发展旅游文化

产业、旅游工业、旅游农业及旅游安全等方面发展旅游相关产业。 

从旅游保障领域进行产业延伸，如从属于第三产业的邮电通讯、公共服务、

零售、商业经纪与代理、批发、租赁、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服务、市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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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育、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和气象、工程设计及环境保护等

综合技术服务业的相关部分进行产业延伸，发展旅游相关保障产业。同时，对

于国家机关的相关部门，如旅游行政管理、海关、边检部门等也可以根据国家

的相关要求提供相关服务。延伸产业链可以用如图 5.5 表示。 

 

 

图 5.5 跨界区域旅游产业链构成及相互关系图 

 

5.3 跨界区域旅游产业链构建途径 

5.3.1 优化旅游产业结构， 

5.3.1.1 产业结构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是区域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产业结构分析和评价

是其合理化的基础
[230]

。产业结构既可以用来解释产业间和产业内部的关系，也

可以用来解释产业内企业间的关系结构以及地区间产业分布。按照产业结构研

究的内涵和外延的不同，对产业结构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一种观点认为，

产业结构是研究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产业中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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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效益的运动关系，这是产业发展形态理论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产

业结构是研究产业间技术经济的数量的比例关系，即产业间投入和产出的数量

比例关系，这是产业联系理论的观点
[229]

。关于产业结构优化的内涵主要指产业

结构向协调化和高度化方向演进。产业结构协调化是指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要合

理配置生产要素，协调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促进各种生产要素有效利

用，为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打下基础。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产业结构从低水

平状态到高水平状态发展的动态过程，即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高知识化、高

资本密集化、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产业结构升级包括两

方面含义，一是结构效益优化，即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二

是转换能力不断优化，即产业结构对技术进步、社会资源供给状况和市场需求

状况变化的适应能力优化，它包括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换的能力、长线产业

向短线产业转换的能力、衰退产业向新兴产业向转换的能力等。 

区域产业结构问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需要发展经济的区域必须考虑和正视

的一个问题，它的优劣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好坏和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合理、高效的区域产业结构是区域经济大发展的必备条件。区域产业结构的调

整，能保证主导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使整个经济增长不断获得新的驱

动力，能保证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而不合理的区域产业结构不利于区域经

济的发展。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很大，经济发展又极不平衡的

大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显得格外突出和重要
 [169]

。 

5.3.1.2 产业结构优化与主导产业 

主导产业的产品市场需求大，多数主导产业的技术先进，其增长率必然远

高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区域的主导产业标志着一个区域的产业优势

所在，代表着区域产业的专业化方向。正确选择区域主导产业，能够使区域蕴

藏的经济优势得到恰当的发挥，使区域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并能促使区域之

间建立协调的经济关系，满足国民经发展对本区域的特殊要求。随着经济的不

断增长，主导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区域产业结构不断合理

化，区域产业水平相应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也相应提高。主导产业部门是经济

发展的驱动轮，只有在它的带动下整个经济和各产业部门才能发展。也就是说，

主导产业是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是促进区域产业结构演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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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推动者，是形成合理的区域产业结构的核心。区域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就

是主导产业的发展与变换过程。区域产业结构必须以主导产业为核心才能快速

向高度化推进。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产业结构中，各产业的发展速度是不

同的。一些产业可能发展得快些，一些产业可能发展得慢些，还有一些产业甚

至可能是处于衰退和萎缩状态。由此可见，各产业对区域经济的作用和贡献显

然是不同的，整个经济的增长率在一定意义上是主导产业的迅速增长所产生的

直接或间接的效果。因此，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同确定何种产业为主导产业

关系很大。 

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本质上就是正确地选择区域主导产业。一方

面，合理确定其发展数量和规模，使之承担起全国区域分工的任务，并以此为

核心，协调各产业之间在数量和比例上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原有主导产业因

条件发生变化，有时被削弱的情况下使新的主导产业接续上来，保证区域经济

系统的正常新陈代谢，使区域经济的发展始终保持旺盛的势头。 

5.3.1.3 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链延伸 

合理的区域产业结构应该是协调发展的，具有结构的整体性。各产业在发

展过程中能互相创造条件，形成良性互补的经济关系，推动各产业在生产、分

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的和谐运动。各产业部门之间，在质上互相依赖，相

互制约；在量上按一定的比例组成，形成产业有机整体，尽量避免“瓶颈”产

业和过剩产业。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能够以区域主导产业部门为核心，把全区域

成千上万个企业组织成一个由生产、分配或技术联结起来的部门间比例协调的、

相辅相成的整体， 大限度地获取聚集经济效益。只有这样，才能使区域产业

结构具有自我调节的应变能力。 

区域中围绕主导产业的企业，一般都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同时，随着这些

企业发展，还会进一步派生出相关的辅助产业，形成多种产业配置发展的局面。

区域内的企业主辅相依、共同发展，当外部或内部条件发生变化，造成局部不

协调而波及全局时，就可能依靠自身的机制与政策的干预及时进行调整，使区

域经济在动态中不断求得相对平衡，不致酿成大的失调。 

5.3.1.4 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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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般产业结构优化的原理对于跨界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区域的产业结构和区域的资源结构相互错位，这样的产业结构一般来

讲是不合理的，需要调整[230]。丰富的旅游资源，是跨界区域发展旅游业，进而

改善其经济结构的基础。跨界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应当以发展旅游资源优势产

业为出发点，进而深化产业调整。发展旅游业具有非常明显的乘数效应，通过

大力发展旅游业可以带动第三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对于促进产业结构

升级，改善投资环境，进行资本积累，摆脱贫困，增加区域经济的综合实力具

有重要的意义。如何将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效益，关键是跨界区域

如何按旅游业自身的特点并结合本地区旅游资源的状况来作出旅游业发展的战

略选择。然而，跨界区域在选择旅游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相互效

仿的生产和发展行为，与之相伴的结果：一是跨界区域旅游业缺乏自生能力，

即自我造血机能；二是产业、产品缺乏竞争力；三是由于整个经济处于国民经

济发展的外围地带或是边缘地带，经济层次较低，各种产业发展相对落后，产

业的关联性不强。跨界区域只有从当地旅游资源条件出发，综合考虑其要素禀

赋结构，才能真正做到规避资本、技术的不足，才能产生成本优势。 

在跨界区域亟需进行产业结构优化以推动整个区域旅游业的持续和谐发展

时，应从构建旅游大产业出发，整合各种旅游要素，进一步完善产业体系。优

化旅游业结构，提高旅游产业竞争力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举措。 

首先，促进跨界区域旅游产业向协调性方向发展。旅游产业的协调主要包

括三个方面：一方面是旅游业同其它产业的关系协调，在这方面应保持旅游业

同其它产业发展的一致性，不要因为发展旅游业而阻止了跨界区域农业或者林

牧等行业的发展以致影响了当地人们的正常生活水平，应当保持旅游业对第一

产业的促进作用和带动作用的势头；同时，在发展旅游业过程中，适当加强基

础行业建设和第三产业发展，从而保证旅游业能够顺利进行，为旅游业发展提

供基础设施保障和服务保障。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其他产业尤其是交通运输、商

业、餐饮娱乐等第三产业的支持[224]。另一方面是加强旅游业内部各种关系的协

调，应保证景区开发同餐饮、交通、住宿、旅行社等方面建设的一致性，确保

旅游业内部运营能够顺利进行，有序发展；同时，在旅游业开发的时段推进、

资金分配、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场地的选择方面都应按照规划要求进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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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协调运行。第三方面的协调是保证旅游业的发展同区域的环境和社区的

风土人情、民族文化发展相一致。旅游业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氛

围中发展的，因此，保护旅游区域的环境，确保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是跨界区域

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旅游业的发展又是在一定的社区文化中进行，一

定的社区文化和民族文化一定程度上成为旅游资源的重要内容，因此，发展旅

游业应处理好同当地社区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关系，注意保存和保护当地民俗等

文化内涵的东西，使其与区域旅游融为一体。 

其次，促使跨界区域旅游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产业高度化是指产业结

构从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发展的过程，在跨界区域旅游产业结构高度化的

发展可以从四个方面开展：第一，旅游产业中的技术因素、智力因素不断增加。

不断输入跨界区域旅游的技术成分，在景点开发、产品设计、线路安排等方面

突出高技术因素和智力投入因素。第二，旅游产业中的高附加值的行业不断增

多。比如，在旅游商品开发中注重区域特色而又有适用价值的产品，开发一些

参与性的旅游项目等。第三，不断加大旅游投入，使旅游业能够在当地经济发

展中效益更加明显，旅游产出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中具有主导或突出地位。第四，

旅游产业高度化不断突出旅游业的各种优势，加强旅游产品的营销和形象宣传，

使区域旅游业在国内外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旅游产品不同于一般商品，

它的高度化更多的是其知名度和旅游者的感应度。 

再次，加强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关联性延伸。产业关联性延伸是优化产

业结构的重要方式，也是构建产业链的主要目的和意义所在。前文提到，与旅

游业相关联的产业较多的，如文化产业、房地产业、工业、农业等都可以与旅

游业相联，延伸旅游功能，增加旅游价值，形成新兴的旅游类型。如形成文化

旅游、工业旅游、农业观光旅游、房产景观旅游等。这种关联性产业延伸一方

面优化了旅游产业结构，增加了旅游产业的内容和效益，而且使旅游业的成长

机制和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近年来旅游业中出现的向个性化发展的趋势，旅

游产品既要满足游客的需求，促进现有产品的升级，又要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产业关联性延伸满足了这种发展趋势的要求。例如，在发展旅游交通上应跳出

交通仅仅作为运输工具的职能，而应该把交通作为旅游产业关联的重要一环，

发展交通旅游，使交通成为一种旅游形式，享受交通旅游带给游客的美好体验。



 

 121

如游轮旅游、旅游列车等形式。 

第四，加强跨界区域旅游产业的结构性融合。结构性融合是产业结构优化

的一种形式，它对于促进旅游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一般而言，旅游业

从其系统性角度而言具有六大核心产业，即旅游交通业、旅游住宿业、旅游购

物业、餐饮业、娱乐业和旅游景区管理业，这些产业在我国旅游区域已经形成

一定模式，并在客观上产生密不可分的关联。实际上，在跨界区域，旅游业的

六大产业间仍然可以进行结构性优化重组，形成新型的融合化的旅游产品，产

生综合性的旅游形式，为区域旅游产业的深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例如，在餐

饮方面，不仅为旅游活动的正常进行提供相应的基本保障，而且可以开发特色

美食，形成餐饮景观，使餐饮本身就成为一种旅游活动。同样在购物方面也可

以通过创新、设计购物长廊、参与性制作等形式使购物本身就成为一种旅游形

式。这些对于优化跨界区域旅游产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 

第五，加强区域职能互补。跨界区域是由不同的分区域组成的，在区域的

连续性上是一体的，但在行政管理的区划上是分开的，因而各区划的职能有所

区别，旅游区域的完整性被区划的分割性所制约。加强跨界区域内部各区划职

能的互补和融合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环节，对于优化区域结构，完善旅游流

程、满足游客旅游游览整体性的要求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整个区域中，发

展水域旅游时应考虑山体旅游的需求，在进行生态旅游时要充分依靠中心城镇

经济发展的要求，形成资源上优势互补，功能上相互借用、线路上相互贯通，

这样才能保证旅游完整性和区域优势尽可能发挥
[231]

。 

5.3.2 整合旅游大企业 

旅游大企业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环节和主要步骤，是优化旅游产业

链的主要途径。跨界区域由于经济基础较差，产业发展水平较低，旅游企业的

规模和经营的范围十分有限，因此发展跨界区域旅游大企业是促进区域旅游发

展的重要方式。 

一般而言，资源产业是典型的上游产业，产品的价格、产量、需求量都与

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资源产品作为中间需求的投入品，始终受制于下游产

业的发展状况，受制于 终消费的层次和数量。对于具有特色优势的跨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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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行基地化生产，采用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

形成区域规模优势。在此基础上，着力培育大型龙头企业，使其成为具有市场

竞争实力的企业集团和带动区域资源开发的龙头，扩大规模，形成产业链[139]。 

在跨界区域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由于旅游企业缺乏集团化的龙头企业，

且结构比较松散。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旅游企业改革，组建旅游大企业、大集

团，实现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以切实增强跨界区域旅游企业在市场上的整体

竞争力。推进旅游企业的改制转制，增强企业发展活力，吸引社会资本、民营

资本进入旅游行业。要大力推进旅游企业集团和旅游上市公司的培育，支持和

扶持品牌旅游企业重组整合，做强做大旅游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形势，积

极扩大利用外资，推进中外合资旅行社、饭店和培训机构的组建。 [232]。在跨界区

域整合旅游企业的主要途径有以下四种方式： 

临时性协议合作。当一项工作涉及到诸多方面，尤其是要跨越经济领域或

者是跨越体制，这项工作所需要的要素就具有复杂性。这是跨部门、跨地区、

跨体制经营活动中经常遇到的情况，采取协议的方式，对这些资源进行临时整

合是一个好方法。 

构建稳定的企业联盟。旅游企业联盟是指两个或多个旅游企业组织为实现

共同的战略目标通过协议或联营等方式而结成的联合体。这里的旅游企业组织

指的是从事旅游经营的单位，包括旅行社、旅游景区、交通租赁企业、餐饮企

业、旅游规划策划机构等。 

集群合作。与旅游企业联盟不同的是，旅游企业进入和退出集群的壁垒很

低，集群中对旅游企业规模大小无硬性要求。在旅游企业集群中，每个旅游企

业的经营活动不受其他成员企业的约束，企业之间多以平等的市场交易方式进

行连接，相互之间的结合比较松散，集群的整体性概念较弱。 

企业重组。旅游企业重组的重要方式是企业并构，旅游企业并购是大型旅

游企业在增强自身竞争力 活跃的领域，他们用钱买到的是战略性资产，包括

一个巨大的全新的市场、一个磨合多年的旅游市场运作机器、一个有效运转的

旅游经营网络。如果条件合适，选择并购这种手段进行整合也并非不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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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开发旅游商品 

旅游商品是指具有旅游区域特色的可供买卖的产品，生产和销售旅游商品

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产业链的重要一环，也是增加旅游收入

的重要途径，是衡量旅游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方面[219]。开发跨界区域旅游商品的

主要途径和步骤有以下几个方面。 

（1）精心设计旅游商品。在旅游景区（点）开发建设时，应根据景区（点）

特色、项目的推出进行旅游商品配套的设计和制作，形成各具特色的旅游商品，

实行定向开发，避免异位仿造。旅游商品在品种、文化内涵、款式等方面将地

域性、民族性与纪念价值、使用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条件的跨界区域旅游

商品开发企业可以由拥有市场销售网络的厂家自行开发有创意的新产品或从专

业旅游规划设计单位购买产品设计方案，再委托高水平的生产厂家进行加工，

后用自己的品牌包装推向市场。 

（2）突出旅游商品的文化内涵。旅游商品一定要有地方特色，注重它的文

化内涵，突出独特的创意、良好的质量。包装设计者要很好地抓住这一点，善

于进行文化挖掘，充分从我国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提高包装的文

化品位，形成包装的文化风格，以鲜明的文化色彩赋予民族旅游商品独特个性

和丰富内涵，从而满足旅游者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 

（3）突出旅游商品的特色要求。旅游商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它能反映

旅游目的地的民情民俗，凸显异国他乡的独特情调与风格。旅游商品要善于利

用本地资源优势，就地取材，创造具有地方色彩，富有民族特色的新包装，利

用传统因素挖掘现代美，从而使跨界区域商品达到形式美与内容美的完美统一。 

（4）适应市场，注重商品营销。从分析市场的客源结构及市场环境入手，

针对目标高层消费特征进行包装创新。特别要注意不同宗教信仰及民族习惯的

游客的忌讳。在实施包装标准化的同时，适当采用包装个性化策略，使包装样

式更多，个性化更浓，适应能力更强。 

5.3.4 利用网络延伸旅游产业连 

5.3.4.1构建网络旅游产业链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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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产业链的构建是指围绕一个关键的 终产品，从而形成 终消

费所涉及的各个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动态关系的过程
[233]

。前文提到，产业链的构

建是建立在产业内部分工和供需关系基础上的一种产业生态图谱，分为垂直的

供需链和横向的协作链。垂直关系是产业链的主要结构，也有人把这种垂直分

工划分为产业的上、中、下游关系。横向协作关系则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产业配

套问题
[234]

。旅游产业链是指为满足旅游者的旅游需求，以旅游产业中具有竟争

力或竞争潜力的企业为链核，通过包价或零售方式将旅游产品间接或直接销售

给旅游者以助其完成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行和游览，从而在旅行社、饭店、

餐饮、旅游景区、旅游交通、旅游商店、娱乐业等行业之间形成的相互依赖、

相互制约的关系
[225]

。由此可见，构建网络旅游产业链的模式应明确三个方面的

内容，首先是网络旅游产业的关联业务范围有哪些；其次是网络旅游产业的核

心内容是什么；第三是网络旅游的经营者是谁。只有明确了这三个问题，才能

较好的解决网络旅游产业链的构建模式问题。根据旅游业发展的特点和网络经

济发展的模式，网络旅游产业链的构建模式有以下几种。 

1.网络旅游产业对接模式。网络旅游产业对接模式是指通过网络技术手段

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关联产业对接起来，主要表现是将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的

产业链的断环和孤环借助某种产业合作形式串联起来。由于旅游业是一个由众

多子行业构成、需要各子行业协调配合。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平台的应用弥补了

传统旅游产业链分散和不畅的缺陷,给其带来了对接的渠道和信息。通过互联网

和电子商务平台的应用使得各分散产业链之间的联系变得畅通。网络旅游运行

过程中，从需求预测、产品设计、企业采购、生产组合、分销代理到客户服务

等整个过程涉及到不同产业部门的参与才能完成，因此，旅游业需要与多个产

业进行对接，完成网络旅游完整过程。 

2.网络旅游产业链融合模式。网络旅游产业链融合是指不同的产业通过网

络方式融在一起，保证网络旅游能够顺利进行，促进新的利润空间的实现。产

业链融合模式不同于对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经营的主体变得单一；或是开展产

业合作，实现产业发展共赢。例如，网络旅游公司为提升竞争力和吸引力，联

合 具实力的金融机构、交通机构等组成网络旅游联盟，实现产业融合模式。

航空公司为增加利润空间，保证乘坐率，一方面加大了与各网络旅游公司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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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另一方面加大机票直营力度以及电信运营商加强其订票服务等措施
[235]

。这

些都是网络旅游产业链融合重要方式。当然，网络旅游产业融合不是一成不变

的固定方式，它可以交叉联系,也可以跨环节联系,如旅游供应商不仅可以与多

个其他行业协作，还可以在不同的产业链上进行多向合作与融合，从而创造出

多种价值链模式。 

3.网络旅游产业链延伸模式。网络旅游产业链的延伸是将一条已经存在的

产业链尽可能地向上游延伸或下游拓展。产业链向上游延伸一般使得产业链进

人到基础产业环节或技术环节，向下游拓展则进入到市场销售环节。产业链延

伸不同于产业链对接的主要方面是现实产业关联较少，而在对接中已经存在多

种产业。网络旅游产业链延伸过程中，使得整条产业链产生了原来所不具备的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方面的整体功能；另一方面衍生出一系列新兴的产业链环，

进而增加了产业链附加价值,实现了整个过程的良好协作,为价值链成员创造了

多赢的局面。 

4.网络旅游产业链转移模式。产业链的转移是指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各

方面的原因使发展原先的产业不可能或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转到其他产业的

现象。产业转移主要是由于网络经济给传统经济带来了冲击的结果。在电子商

务条件下,传统旅游价值链受到了挑战,旅游价值链的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一对一”的模式向网状的模式转变,价值链开始演变为价值网。透过价值网,

可以看到价值链的成员之间实行的是“多对多模式”
[236]

。这种“多对多”模式

为产业转移提供了可能。同时，网络的优势也给价值链成员广泛的选择机会，

通过选择，即通过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协调、组织管理,使产业链条上的资源得

以整合，产业配置到能发挥到 大效能和效率的行业中。 

5.3.4.1网络旅游产业价值链的实现途径 

1.产业链模式的选择。构建网络旅游产业链首先应该选择产业链的构建模

式，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分析网络旅游产业链的现状，主要包括

产业的主导内容、相关产业的构成以及产业成员的利润实现方式。其次，分析

每一种模式的特点，如前所述，网络旅游产业模式主要是根据产业的现状涉及

的，如果网络旅游的相关产业已经健全，只是分散在不同的部分或者互不相顾，

就可以采取对接的方式；如果已经有一条主导旅游产业，而其他相关产业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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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起来，就可以采取延伸的模式。第三，分析网络经济的实现形式，一定程

度而言，网络经济是一种信息经济，因此，把握网络的信息储存和传播特点，

积极发挥网络信息的作用，对产业链模式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2.创新网络旅游技术。网络旅游既是新技术发展的结果，又对新技术的创

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网络旅游产业实现的实际看，下列技术的创新尤为重

要：网络信息的搜索与分类技术；网络交易的安全技术；网络旅游的实景虚拟

再现技术；网络旅游的模拟体验技术；网络旅游实时互动的移动技术等。实际

上，目前上述技术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产生，但在网络应用方面和技术整合方面

仍然需要网络旅游技术人员的开拓。 

3.整合网络旅游资源。网络旅游资源是海量而无规则的。因此，整合网络旅

游资源是进行产业链构建的重要步骤。首先进行资源分类，如按照购物、旅游、

文化、娱乐、休闲、餐饮等内容给旅游资源进行初步分类。其次，根据要求评

估资源价值，如提供旅游信息、进行机票、酒店预订、设计自由行、自驾游等

类似传统旅行社的旅游产品、在线设计旅游线路；提供旅游内容和所需要的各

种服务，相关的价格信息等，对上述资源价值进行评估，为构建产业链提供价

值基础。再次，构建消费者自由选择全过程旅行的网络资源平台，网络旅游应

该能够提供全套的旅游服务，这就需要对现有的旅游资源进行充分整合的基础

上，构建综合性旅游信息服务与共享平台。 

4.分析网络旅游市场。旅游市场是构建网络旅游产业链的出发点和归宿。网

络旅游市场的状况直接决定了网络旅游产业的健康程度和发展潜力。分析网络

旅游市场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首先，调查网络旅游的人员情况，包括旅游

心理倾向、旅游心理预期、旅游年龄构成等；其次，分析网络旅游的客源构成，

主要从经济状况、学历情况、区域情况等方面进行；第三，分析网络旅游产业

市场分布情况，主要有网络旅游业的范围、利润、营业人数、分布区域、竞争

状况等；第四，构建市场分析模型，通过网络人数、网络旅游人数、网络旅游

企业数以及网络旅游业务范围和竞争状况等方面构建网络旅游市场模型，为构

建网络旅游产业链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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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跨界区域特种旅游产品开发 

特种旅游主要是根据旅游目的地的资源特点所开展的满足一部分人特殊旅

游需求的旅游方式，特种旅游一般具有专业技术性、特殊人群性、一定的冒险

性和相关特许要求。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具有特殊的地域特点和特别的教育

意义，因此可以采取特种旅游产品的开发方式来延长跨界区域旅游产业链的运

行。对跨界区域特种旅游产品的开发，需要涉及特种旅游的政策与决策、特种

旅游资源与市场、特种旅游项目与线路设计、特种旅游实施操作与人才培养等

诸方面的问题。根据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的特点，在特种旅游开发过程中需

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事项。  

首先是特种旅游产品的设计问题。特种旅游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具备旅游

对象的独特新奇性与旅游方式的特殊性相结合的特征。在旅游对象的选择上应

有较大突破，而不能只局限在传统的模式上，不同地区的特种旅游发展，应该

建立在该地区相应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和人文资源的基础之上。由于特种旅游

活动涉及诸因素，因此在推出项目和设计线路时，需要充分论证。同时，一个

项目或线路在实施过程中，应随着市场反馈不断进行修正和补充，那些具有贴

近自然、富有挑战特征的旅游方式均有尝试的价值，诸如徒步、登山、潜水、

漂流、攀岩、探洞、滑雪等。  

其次，特别注意特种旅游的安全要求。由于特种旅游是一项技术要求极高

的旅游项目，因此，在具体开发这种旅游资源产品时应该充分考虑它的安全性

能，按照特种旅游的技术规范要求和标准实施产品开发。这就要求必须特别注

意以下两点：第一，尽量降低风险。由于特种旅游的性质所决定，其旅游过程

中将会遇到种种不可避免的或无法预料的自然因素，面临种种可能性。因此在

设计线路及实施操作时应尽可能地避免人们能够预料的风险，把风险性控制在

低的程度。第二，注意过程的可控性。由于特种旅游方式的多样性和旅游对

象的奇特性，以及旅游中的配套服务各个环节不可能全部完善,因此必然存在着

许多难以预测的特殊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影响，这就要求在组织实施上应把握住

各个环节，备有行之有效的各种应急措施和手段，对行程的各个细节严密分析

控制。 

再次，制定跨界区域特种旅游的标准。特种旅游活动标准化对于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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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调和各点之间业务操作的衔接具有重要作用。为确保特种旅游活动的顺利

进行，应逐渐地创造条件，使管理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和标准化，逐步减少人

为因素和随机因素的干扰，这种管理要求应该持续到资源的开发到旅游产品市

场营销整个过程，产品的设计和开发为特种旅游创造条件，而特种旅游则是特

种旅游资源价值得以实现的途径。同时，就需要经营者的产品开发部门与接待

部门密切配合，形成相对稳定的接待班子。从事特种旅游的相关人员如外联、

导游、司机等，都必须具备丰富的特种旅游的相关知识、经验和技能，才能适

应地质特种旅游发展的需求。 

5.5 本章小结 

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链的构建及延伸是资源产业化整合的重要步骤和主

要措施。从资源产业整合的环节而言，产业链的构建是产业布局的具体化和深

化，是产业向纵深发展并使之优化的必要途径。产业链的构建是创新旅游产品

的前提和基础。由此可见，跨界区域旅游产业链的构建是深化旅游资源整合的

重要内容，是优化旅游资源产业结构的举措目标。旅游是一个高度关联性的产

业，与旅游业相关的产业与旅游业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旅游业的关联性带动了

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相关产业的发展状况又影响着旅游业的发展。没有这

些相关产业的支持，旅游业将陷人孤立无助的境地。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一

定要致力于发展相关产业，这样才不会使某些产业成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制

约因素。要提高旅游产业的辐射能力，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就必须扩展产业

领域，向相关产业渗透，深化产品开发。因此，在跨界区域，在充分做好资源

观光旅游产品的前提下不断创新，融合高科技和信息技术的优势，发展创新旅

游业，不断促进跨界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并以此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延长旅

游产业链，为区域旅游升级打下基础。 

在产业链的构建过程中，必须从跨界区域旅游资源的现状、旅游发展的水

平以及产业发展的程度来进行具体分析。同时，考虑跨界区域不同行政界限内

旅游业发展的水平以及资源特点来设计。从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而言，产业链

的构建首先从基本产业链起步，形成基本产业链，主要是从旅游业发展的基本

环节和条件的需求，如交通业、餐饮业、景点业、购物业和娱乐业等，基本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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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经过一定程度发展，形成产业规模，奠定一定的产业基础，从而为进一步

构建延伸的产业链创造条件。根据产业分布和科技发展水平的情况，按照功能

互补、资源优势互用，合作共赢的原则深化产业向纵深发展。如从旅游保障领

域进行产业延伸，如从属于第三产业的邮电通讯、公共服务、零售、商业经纪

与代理、批发、租赁、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服务、市场管理服务、体育、教

育、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和气象、工程设计及环境保护等综合技术服务业

的相关部分进行产业延伸，发展旅游相关保障产业。同时，对于国家机关的相

关部门，如旅游行政管理、海关、边检部门等也可以根据国家的相关要求提供

相关服务。在高科技发展牵引方面，考虑到跨界区域的边缘效应，可以发展网

络旅游、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旅游者的休闲与体验的经历。在具体的延伸措

施上，有以下几种形式：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整合旅游大企业、开发旅游商品、

发展特种旅游。丰富的旅游资源，是跨界区域发展旅游业，进而改善其经济结

构的基础。从优化结构角度看，跨界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应当以发展旅游资源

优势产业为出发点，进而深化产业调整。发展旅游业具有非常明显的乘数效应，

就跨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而言，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可以带动第三产业

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对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改善投资环境，进行资本积

累，摆脱贫困，增加区域经济的综合实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将旅游资源优

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效益，关键是跨界区域如何按旅游业自身的特点并结合本

地区旅游资源的状况来作出旅游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从构建旅游大企业角度来

看，通过联合、兼并、收购或股份制改造等形式，组建旅游大企业、大集团，

实现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以切实增强跨界区域旅游企业在市场上的整体竞争

力。推进旅游企业的改制转制，增强企业发展活力，吸引社会资本、民营资本

进入旅游行业。要大力推进旅游企业集团和旅游上市公司的培育，适应经济全

球化的形势，积极扩大利用外资，推进中外合资旅行社、饭店和培训机构的组建。

生产和销售旅游商品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产业链的重要一环，

也是增加旅游收入的重要途径，是衡量旅游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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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别山区域地质的形成及特点 

6.1 大别山地质区位的形成 

大别山地质带位于华北陆块与扬子陆块间的秦岭——大别造山带，在中国大

陆形成与演化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大别山为板块多次碰撞而形成的中原地区南

北分界的天然屏障。在其漫长的构造演化中，经历了多期次的伸展裂解、汇聚

拼贴，直到印支期陆内俯冲作用的全面造山，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典型的结构

复杂的复合型造山带（图 6.1）。距今 25 亿年前，这里是浩淼无垠的海洋，海

底火山喷发频繁，历经数亿年之久，喷发沉积形成了大别古陆核。在距今 14

亿～8 亿年的中晚元古代，又一轮地壳沉降作用，形成了原始的大别山基底。

在距今 4．3亿年左右的加里东晚期，华北、扬子两大板块发生拼贴，大别山隆

起，大批逆冲断裂形成并造成志留纪地层缺失，从而奠定了本区以北东向构造

为主体的构造格局。到了距今 1．54 亿年左右的侏罗纪晚期，随着太平洋板块

向中国东部大陆的俯冲，造成了本区强烈的火山喷发，堆起雄伟高峻的座座山

峰，构成独特的火山地貌景观。火山喷发之后，这一地区又发生了大规模的岩

浆侵入，形成了国内典型的同源岩浆演化商城花岗岩体。进入距今 0.65 亿年的

喜马拉雅运动，本区地壳运动以垂直升降为主，大别山迅速抬升，并处于强烈

的剥蚀阶段，受物理风化、洪水冲击、河流侵蚀与重力崩塌等共同作用，奇特

的冲刷地貌、绝壁悬崖、峰丛、峡谷、奇峰怪石等比比皆是， 终形成了今天

独特的大别山地貌。 

  大别山距今已有二十几亿年的漫长地质演化历史。频繁的岩浆活动，多样

的地质变迁，使之成为地球科学极为难得的教学研究基地。在漫长的地质历史

演化过程中，大别山地区留下了丰富的地质遗迹——悬崖峭壁、“仰视为峰、俯

视为岭、平视为墙”的峰墙地貌、冲谷地貌与低山丘陵区、以花岗岩为基底的

山前冲刷地貌，以及姿态万千的象形奇石。可以说，大自然的裂山断海，巨力

万钧的新构造运动和旷日持久，锲而不舍的水动力作用，是丰富多样大别山地

貌的 好雕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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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F.晓天－磨子潭断裂；XGF.襄樊－广济断裂；TLF 郯庐断裂； 

1.断层；2.水系；3.山间盆地；4.新生代断陷；5.断块山；6. 中生代断陷 

图 6.1 大别山地貌带形成图
[74]

（程三友,刘少峰，2005） 

 

虽然构造学界把大别造山带归入广义秦岭造山带，但据现有各种图像特征

所反映的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信息分析,包括 新的深地震测深成果，均显示了

桐柏—大别造山带具有自身独立特征，但秦岭造山带和桐柏——大别造山带之

间的截然界线尚不明确，在时空上有一定的过渡关系
[237]

。秦岭构造运动以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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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期为主，并自西向东到桐柏山一带开始减弱，至罗山—两河口断裂基本消失。

印支期开始的中国两大板块碰撞，虽然影响到整个秦岭地区，但陆陆碰撞造山

主要表现在桐柏山以东地区，愈向东，地壳的消减和挤压抬升愈激烈。热流分

布状态支持这一论点：利用航磁资料计算的居里面隆起区即高热流区有 2 处，

一处在确山——社旗一带，另一处在大别山的岳西——天堂寨一带，和缝合带

对应，热流贡献主要来自地幔，那么越是近期碰撞造山事件越有高热流表现：

确山——社旗地区,即秦岭高热流区，计算热流量密度值为 71.6m W/m
2
，大别山

高热流区 高热流量密度值可达 116.2 m W/m
2
，分别与曾融生提供的加里东褶

皱带、中新生代活化区热流量密度值完全一致
[238]

。由此说明秦岭造山带主要热

事件与加里东运动有关，桐柏山——大别山以印支—燕山期碰撞造山运动为主,

并伴随强烈热事件发生。 

6.2 大别山地层构成 

位于秦岭—大别造山带东段的大别山造山带核部，基本构造格架表现为近

东西向展布的强变形带及由它们分隔或被它们夹持的、变形程度相对较弱的弱

变形域相间排列的网结状构造轮廓。由于多期次构造变形与岩浆活动的影响，

致使大别山地层呈团块状或呈残留体的形式零星分布。在地质构造上同西部的

桐柏联在一起，根据航磁阴影图做出了本区构造线图，它们和断裂、岩性界线、

破碎带、岩体及走滑扭转构造等有关，如图 6.2 所示
[237]

。以具区域性和分划性

的龟（山）—梅（山）断裂（凉亭韧性剪切带）、磨子潭—晓天断裂（八里畈韧

性剪切带）为界，将大别山划分为三个变形带：北秦岭变形带、南秦岭变形带

及大别核杂岩变形带。其中南秦岭变形带又以桐（柏）—商（城）断裂为界分

为南秦岭变形带南、北两个亚带。 

根据区域地质研究成果，变质地层分区属秦岭地层区，其中以龟（山）—

梅（山）断裂（凉亭韧性剪切带）为界，北侧属北秦岭地层分区；南侧属南秦

岭地层分区，在该分区内又以桐（柏）—商（城）断裂为界，分成信阳、新县

两个小区；北部中新生界地层为变质基底的盖层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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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大别山地区航磁阴影图像解译构造线
[237]

（邹宗濂,王润生.2000） 

6.3 大别山岩浆活动 

大别山位于秦岭—大别造山带东端，在中国大陆形成与演化中占有突出的

位置。在其漫长的构造演化中，经历了多期次的伸展裂解、汇聚拼贴，直到印

支期陆内俯冲作用的全面造山，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典型的结构复杂的复合型

造山带。其构造变形复杂，岩浆活动频繁，地层分布零星、时代跨度较大。大

别山在漫长的地质演化过程中，在不同的地质时期形成不同的沉积建造，产生

不同的变形变质和复杂的岩浆活动。 

6.3.1 岩浆活动周期 

大别山地区岩浆活动频繁
[229]

。岩浆活动在大别山造山带形成演化过程中表

现十分强烈，岩浆岩在大别山极为常见，是大别山主要物质组成。与大别山地

质地貌、地质景观息息相关的为燕山中晚期的岩浆活动。北淮阳地区，在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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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地槽时期，在未充分扩张的拉张环境下，发生了基性和酸性喷发，具有双

火山岩套特点。早白垩纪以来，主要是陆相火山喷发，岩性为碱性系列。在岳

西地区，在晚太古代优地槽时期，中基性和中酸性火山岩间歇性喷发；在太古

代地槽褶皱阶段，地槽凹陷沉积物经深熔作用而形成大量的混合花岗岩类。 

大别山地区经过长期的岩浆活动之后，到第三纪大别山开始抬升，基本形

成现在的三级地貌一中山、低山、丘陵；在渐新世一中新世初，地壳又趋于稳

定，而进入第二次准平原化时期，使地面趋于夷平；中新世中期，地壳又开始

抬升，到上新世运动幅度相对减弱
 [239、240]

 。 

第四纪早更新世一中更新世，发生更强烈的断块升降运动，以前所形成的

三级夷平面普遍被抬升和破坏，使夷平面分布更复杂，且在山前地带和山间盆

地堆积了洪积一冲积物和冰缘堆积。晚更新世末一全新世，气候转暖，海面回

升，河流强烈淤积，将过去形成的湖泊进一步扩展，又形成一系列新的构造沉

溺湖、淤积雍塞湖、河道废弃湖等各种成因的大小湖泊，是重要的成湖时期:

这一时期各科，地貌类型发展更成熟，山地高度、起伏加大，丘陵被进一步切

割普遍分布于高、低谷地，台地被冲刷改造，低夷平面被抬高百多米，河湖沉

积作用加剧，广泛发育冲积平原、湖积平原和沙洲
[240]

,由此现代地貌基本形成。 

6.3.2 断块山地 

大别山的岩浆活动的主要外在表现是形成断块山地，其四周被北东向的宿

松一响水口断裂(宿松一桐城段)，北西向的襄樊一广济断裂，近东西向的晓天

一磨子潭断裂和金寨一龙河口断裂所围限。大别山边界断裂带的差异性升降运

动在地貌上又表现为次一级的断块山和断陷盆地，形态较为完整的有：大别山

东南麓的孔城断陷盆地和宿松断陷盆地，大别山北麓沿晓天一磨子潭断裂分布

的东西溪断陷盆地和晓天断陷盆地，沿北东向霍山一定远断裂分布的防虎山断

块山、丰乐河断陷盆地、复南山断块山、霍山断陷盆地、三尖寨断块山、东西

溪断陷盆地。这一系列成北东向排列的“盆、山”带位于近东西向的肥西一韩

摆渡断裂、金寨一龙河口断裂、晓天一磨子潭断裂和北东向的霍山一定远断裂

的交汇处，显示出系受上述断裂分段活动的控制。霍山和六安之间的一系列中

强震均分布在这一列“盆、山”带的西缘，表明两者之间有密切的成生联系。 



 

 135

6.3.3 榴辉岩浆 

大别山的榴辉岩带是全球规模 大、出露 完整的高压－超高压变质带的

“根带”部分，令世人瞩目。榴辉岩带从构造走势看是大别-苏鲁造山带的一部

分,是国内外稀有的地质遗迹资源[245] ，是进行科学考察、调查研究的理想基地。

大别山由西北向东南延伸，在黄梅附近转向东北，地势上为向南凸出的弧形山

系， 高山峰超过 1500m。地貌上表现出地堑谷、断块山和断陷盆地的广泛分

布、岗峦起伏、群峰突起的特点。该地区水系多呈格子状水系分布的形态，断

裂构造严格控制了本区水系的发育；大别山在整个造山带走向和垂直走向的方

向上都是中间高、两边低
[74]
。 

在后期不同构造的作用下分别形成了陡峭象形的山峰和奇石，给人以无穷

的想象空间。在这里有许多著名景点，如猫儿石、豹子岩。猫儿石因山顶形似

狸猫而得名，数十里之外可见，惟妙惟肖，气势雄伟。豹子岩，山石高耸，其

形酷似一只豹子，威武地盘踞在山顶。此外，还有凌空飞架山端的仙人桥，长

约 20 米，腾空 2米多高，曲曲折折，沿山势依依而下；峰墙地貌，由于构造抬

升，风化剥蚀，水侵冰劈，使得早期的火山岩冲刷崩塌，形成一道墙壁般蜿蜒

曲折的山峰，令人感叹大自然和时间的力量。 

花岗岩地貌不同的角度有着不同的风情。比如，石鼓寨，从不同角度看，

有时如鼓，有时像海狮，有时似骆驼，有时似青蛙，十分有趣。在这里，无论

是峻拔挺秀的山峰，还是蜿蜒曲折的山谷，处处都存在着风吹雨打的痕迹，一

个个形态圆润弯曲的空洞，一处处形态各异的凹坑，无不记载着流水和风吹的

声音，“水滴石穿”、“风如 割”从这亿万年的岩石上得到了 好的验证。 

 

6.4 大别山断裂构造 

大别山的断裂带根据其形成的特点和构造趋势，基本划分为纵断裂和斜断

裂两类。大别山地区 NWW 向和近 EW 向断裂与区域构造线走向一致，与重磁场以

线性的变异带、梯级带和平直等值线一致，反映出不同级别和尺度的断块地质

体的边界位置及南升北降的主要构造形迹。大别山地区的 NNW 一 NW 向断裂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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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构造线斜交重磁场，有明显的转折、错位和收敛，反映了断块体的后期水平

位移及相对跌落与抬升的构造特征，表现为由南往北不断朝西北方向相对推进

的构造特点
[239]

。 

依据非现代板块陆陆碰撞所形成的混杂岩片、双变质带的分布,以及相应产

生不同的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场特征信息，地质工作者于 1993 年在桐柏山—大

别山造山带内，以地球物理依据为主拟定了一条有一定宽度和被后期构造运动

改造了的陆陆碰撞缝合带，即草店—宣化店—天堂寨中央缝合带。根据超高压

变质带变质矿物绝对年龄测定结果,主碰撞期为印支期至燕山期
[241]

。邹宗濂等

认为该缝合带应是华北、扬子两大陆块 后一次碰撞的真正缝合带。以此为界,

将大别地块分割成地层、岩浆岩、变形变质等及其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特征均

不相同的南北 2个构造块体,称之为北大别岛弧和南大别(扬子)前陆折返带，后

者以高压、超高压变质岩带组成,其北侧分布有混合杂岩剪切带[227]，如图 6.3。 

6.5 大别山地貌特征 

6.5.1 出露杂岩多样 

大别山的岩浆活动造就了其独特的地质外貌特征和地理位置特点，从特殊的地

理位置看，它与东、西两端的张八岭和桐柏山合称淮阳山脉，是长江水系和淮

河水系的分水岭。大别山地区岗峦起伏，群峰突起，高峰多集中在三省交界处。

山体在太湖、宿松、黄梅、薪春地区向南凸出呈“盾”形。本区地貌发育过程

与构造，尤其断裂活动有密切关系，并造就了主要的构造地貌类型
[242]

 “天堂

寨岩体”周边出露的大别杂岩 大年龄可达 26.6 亿年，在漫长而复杂的地质历

史中，地壳构造运动在大别杂岩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从区域尺度到显微尺度

的各种构造现象应有尽有。大别山出露的大别杂岩岩石类型多样，表现清晰，

可作为研究大别造山带基底物质组成和演化的重要窗口，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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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大别山地区推断区域构造分区
[237]

（邹宗濂,王润生.2000） 

1—主要断裂及编号;2—印支—燕山期陆陆碰撞缝合带(F5);3—混杂岩剪切带;4—含柯石

英榴辉岩;5—隐伏花岗岩体;6—推覆体下隐伏震旦—古生代碳酸岩地层;F1—方城—息县

—众兴镇断裂;F2—社旗—光山断裂;F3—唐河—信阳—舒城断裂;F4—桐柏—易店—桐城

断裂;F6—新城—应山断裂;F7—襄-广断裂;F8—桐柏—浠水断裂;F9—桐城—太湖断裂

带;F10—商-麻断裂;F11—罗山河口断裂;F12—信阳—广水断裂;①—北秦岭岛弧碰撞带;

②—北淮阳弧后盆地;③—北大别岛弧;④—南大别超高压变质带;⑤—高压变质带—绿岩

带 

 

6.5.2 岩层侵入明显 

大别山由于构造的作用，使地质岩层侵入大别岩体、风化剥蚀，形成了形

态各异的地貌景观。侵入接触关系遗迹、花岗斑状结构、花岗巨斑遗迹、球状

风化遗迹，水流冲刷和风蚀遗迹、捕虏体等地质遗迹，无不体现着地球演化过

程中水与火的交融。通过地貌图和坡度示意图直观地反映出整个造山带是南坡

缓而长,北坡陡而短,造山带主体延伸方向是 NW 向，在整个造山带走向和垂直走

向的方向上都是中间高、两边低的这些地貌特征。如图 6.4。同时结合地质资

料认为造山带的中心部位是由老的基底及其盖层组成
[243、244]

，两边地势低的是一

些断陷盆地，如麻城断陷盆地、蕲春断陷盆地和戚家桥断陷盆地。由于本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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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在第三纪末期或第四纪初期以来沿着断裂作差异性升降运动,使得地貌上又

表现为地堑谷、断块山和断陷盆地斑块状镶嵌于山体之中。这种地貌形态较为

完整的有大别山北麓的霍山地堑,圆洞山断块山，晓天-磨子潭断陷盆地以及大

别山东南麓的桐城断陷盆地，宿松断陷盆地,还有湖北境内的麻城断陷盆地和蕲

春断陷盆地
[79]
。在卫片上以名显的北向高山和深谷分布为特征。 

 

 

图 6.4 大别山坡度图（程三友,刘少峰，2005） 

 

6.5.3 夷平面层次分明 

夷平面是地壳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外力作用将地表不同岩性、不同构

造、不同高程的地形剥蚀夷平为一个比较开阔波状起伏的面。是剥蚀地貌发展



 

 139

的终极形态，见于山区及丘陵。根据大别山夷平面的形态、分布与形成时代分

别命名为“大别山期夷平面”、“霍山期夷平面”和“淮南期夷平面”，后期的断

裂活动常使同一级夷平面分布在不同的高程上
[242]

。 大别山期夷平面(Ⅲ)分布

在 700 一 1800 米高程上，以峰顶面和山脊面的形式存在。峰顶面高程 1500 一

1800 米，山脊面大多在 1000 米左右，这一夷平面形成于白垩纪晚期。霍山期

夷平面(Ⅱ)位于大别山期夷平面外围，分布在 400 来左右的高程上，为村落和”

梯田”集中的地方，地名上多称为“贩”、“坳”、“坪”或“台”。这一夷平面形

成于早第三纪。淮南期夷平面(Ⅰ)分布在大别山周围的山麓地带，高程 100 米

左右，基本上可与江淮丘陵区的准平原面相对比，这一级夷平面形成于新第三

纪。 

6.5.4 形成地质旅游遗迹环境 

大别山的地质活动所形成的一系列的区域性深大断裂和地质地貌特点，是

形成地质旅游资源的天然条件。如龟—梅断裂、桐—商断裂等，保存了韧性剪

切和后期脆性叠加的构造活动遗迹，特别是燕山期形成的近南北向商—麻断裂

以及其派生的北东向断裂共同造成了汤泉池温泉的形成，使其成为闻名的疗养

胜地。汤泉池位于商城县西南 20 公里的雷山脚下，水温 56℃～58℃，富含硫、

镁、氢、氟、锶、钡、钛、硼等多种微量元素。汤泉池温泉出露于商城花岗岩

体与变质岩的接触带，商（城）—麻（城）大断裂与北东向汤泉池断裂的交汇

处。两大断裂为温泉水的补给、储存、运移、导入和涌出提供良好的空间和通

道，从而造成了这一温泉的形成。因温泉周围重峦叠嶂，怪石嶙峋，湖光山色，

景色宜人。 

6.6 本章小结 

大别山地质带位于华北陆块与扬子陆块间的秦岭—大别造山带，在中国大

陆形成与演化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大别山的地质活动所形成的一系列的区域性

深大断裂，是形成地质旅游资源的天然条件。大别山地区的火山活动造就了丰

富的地质遗迹，其复式火山机构，由多个次级的锥状火山组成，在火山喷发的

不同部位分别保存有火山流动构造、火山角砾构造，这些地质遗迹为孕育多种



 

 140

地质旅游资源创造了条件。大别山为板块多次碰撞而形成的中原地区南北分界

的天然屏障。在其漫长的构造演化中，经历了多期次的伸展裂解、汇聚拼贴，

直到印支期陆内俯冲作用的全面造山，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典型的结构复杂的

复合型造山带。大别山地区岩浆活动频繁，岩浆活动在大别山造山带形成演化

过程中表现十分强烈，岩浆岩在大别山极为发育，是大别山主要物质组成，与

大别山地质地貌、地质景观息息相关的为燕山中晚期的岩浆活动。大别杂岩

大年龄可达 26.6 亿年，在漫长而复杂的地质历史中，地壳构造运动在大别杂岩

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从区域尺度到显微尺度的各种构造现象应有尽有。大别

山出露的大别杂岩岩石类型多样，表现清晰，可作为研究大别造山带基底物质

组成和演化的重要窗口。大别造山带地区水系多呈格子状水系分布的形态，在

地貌上主要表现为某些河段的大角度转弯以及主支流近直角交汇。如龟—梅断

裂、桐—商断裂等，保存了韧性剪切和后期脆性叠加的构造活动遗迹，特别是

燕山期形成的近南北向商—麻断裂以及其派生的北东向断裂共同造成了一些温

泉的形成。大别山夷平面的形态、分布与形成时代分别命名为“大别山期夷平

面”、“霍山期夷平面”和“淮南期夷平面”，后期的断裂活动常使同一级夷平面

分布在不同的高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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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构成及开发现状 

7.1 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的构成 

大别山横卧中原，逶迤绵亘，素以雄、奇、险、幽而闻名于世，主峰天堂

寨海拔 1729 米，号称“中原第一峰”，位于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东北角，主峰

周围无限风光，竞显风流。大别山作为南北分界的昆仑——秦岭中央造山带的

东延部分，以其独特的地理特征和极高的地学研究价值而名扬世界。大别山在

漫长的地质变迁中形成了峰峦叠翠、泉瀑争流，树古石奇等丰富地质旅游资源。  

7.1.1 地质旅游资源丰富 

大别山丰富的地质旅游资源在大别山区域内各处都有分布，但以湖北的天

堂寨、吴家山、薄 峰、桃花冲景区、青苔关和安徽的白马寨山地景观 具特

色,观赏价值 高，构成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主体。地质资源同优美的自然风光

与丰富的人文景观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基础，且气候适宜，冬暖

夏凉，宜游宜居，使大别山地质旅游区开发更具潜力，是适合开展避暑度假、

旅游观光以及会议旅游、科教、休养、健身、探险等活动的综合旅游区。 

地质旅游资源 为集中的表现和存在方式是地质公园，仅从刚刚开发的大

别山金刚台地质公园来看，它是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的拼合部位，又是秦岭—

大别山造山带的东段,赋存着丰富、系统、完整的大陆动力学研究系统，是研究

秦岭—大别山造山带拼合、增生、喷发、侵入等深化过程的理想场所。在地质

现象上，更是火山地貌、花岗岩地貌相依相偎,新老构造运动遗迹星罗棋布。尤

其是奇特的火山地貌、典型的同源岩浆演化,堪称国内罕见，具有极高的观赏和

保护价值。金刚台地质公园由金刚台景区和汤泉池景区组成，山地、丘陵、河

谷、湖泊等各种地貌浑然一体，集典型性、稀有性、观赏性、科研价值、健身

疗养等于一身。汤泉池位于信阳商城县西南 20km 的雷山脚下，水温 56－58℃,

富含硫、镁、氢、氟、锶、钡、钛、硼等多种微量元素，对各种皮肤病、风湿

性疾病有显著疗效
[206]

。另外,黄冈英山温泉水质、水量号称“全国第二。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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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丰富的铁矿等矿产资源，仅霍邱铁矿就蕴藏着近 20 亿吨铁矿石，为华东第一

大矿。  

7.1.1.1 多彩的岩石景观 

强烈的地质岩浆活动，使大别山形成了丰富的岩石景观。大别山天堂寨园

区的地质主体为距今约 1.3 亿年侵入的岩浆岩，被称为“天堂寨岩体”，岩性为

二长花岗岩。岩体出露面积约 37kｍ
2
，占天堂寨地质园区总面积的 90%，大部

分地质遗迹及地貌景观皆分布在花岗岩体内。天堂寨花岗岩体具典型的球状风

化特征，出露地表的岩石常呈球状体，表面圆滑、光洁，远眺似白马，如白象，

构成奇特的岩石景观。大别山出露的条带状片麻岩，黑白条带相间，受多期构

造变形变质作用，岩层强烈变形，揉折盘旋，异彩纷呈，形成了奇特、复杂的

地质景观。大别山区内巨石丛生，突兀山腰，溪水从石中流下，如彩带飘在山

间，形成岩瀑景观，如图 7.1。 

7.1.1.2 奇特峰丛地貌 

大别山花岗岩峰林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地壳的抬升和

风化剥蚀是基本条件，加上岩石特征条件（不同的岩石类型、结构构造和矿物

成份等）、构造条件（岩体中断裂发育程度、节理密度、节理产状等）、水流作

用和温差、冰劈等因素，造就了园区花岗岩的峰丛地貌和千姿百态的奇石景观。

我们可以看到金寨以东有莲花山，金寨盆地以北、史河以西有悬剑山，而在金

寨盆地以西及其以南有一系列向南伸展的山脊，如冲歧岭、大歧岭、三官殿、

三省淄、和尚淄、锯儿齿、天堂岩等，明显看到北向高山深谷分布，由而推断，

在金寨南北存在着一个受东西向挤压、向南北延长的地带，大别山东北地区的

北东一南西走向和北西一南东走向的冲断层中存在着水平扭动的成分。在东经

115
。
20

/
‘至 116

。
之间，由东往西约 60 公里平距内，见到南北向构造约 10 个条

带，构成南北向高山和深谷相间的构造地貌带，其中金寨县境内的东葛山一女

人尖和班竹园一陡岭察两带延续达 90 公里，这一带是 明显的南北向山系，控

制了南北向构造。如图 7.2。 

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天堂寨的地质主体为燕山期侵入的中酸性花岗岩。雄伟壮

观的花岗岩群峰耸立在万山丛中，铸就了大别山的脊梁，成为长江与淮河两大

水系的分水岭。主体周围海拔高度在 1000 米以上的山峰有 36 座之多，其峰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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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之雄、之奇、之险，堪与著名的黄山花岗岩地貌相媲美。如白马峰，其海

拔 1480 米，由马鞍、马背和马尾构成，绵延数十里。山峰西侧千米绝壁，万丈

深渊；山脊上岩石裸露，雄奇险峻。岩性为二长花岗岩。情侣峰（姊妹石） 岩

性为二长花岗岩，垂直节理发育，为重力崩塌、风化剥蚀而成。两石齐秀，并

肩，状似姐妹。龙剑峰，该山峰横列、峰如卧龙。随处可见的奇石奇松，造型

秀丽多姿。五龙朝天堂，一山五峰，曲曲蜿蜿，如五龙朝向天堂，情态动人。 

大别山东悬剑山，海拔 915 米，总面积 25 平方公里，孤峰突兀，峭壁峥嵘，

涧深谷幽，洞穴交错，奇松怪石，遍布景点。蜃景虚幻，夏荫冬凌，四季有景，

各具特色，令旅游观光者流连忘返、拍手称奇。悬剑山的美，美在它有黄山的

灵秀。北寨峭壁上屹立着一块重十余吨的巨石，山风吹来，徐徐晃动，令人叹

为观止。奇松遍布景点，卧龙松如卧龙盘踞；凤尾松如彩凤栖崖；仙山迎客松

伸出热情的臂膀，笑迎八方宾朋；钻石松生长在绝壁的石缝中，表现了坚韧和

顽强的生命力……棵棵奇特，各具风采，姿态万千;奇石罗列连绵十余里，像龟、

似猴、如罗汉，数不胜数。更为大自然造化神奇的是一块酷似人五宫轮廓的仙

人石，重十余吨，赫然耸立在绝顶边沿，额头、眉眶、鼻梁、下巴似人工雕凿

而成，栩栩如生，如一个身高千米顶天立地的威武巨人，又像一个活灵活现的

石僧。南寨有三仙上山石、石笋林、石奶、石爷、飞来石、山鹰探宝、回音潭、

一线天、摞主台、南天一柱、南天门、救命石、神仙路、伯卿坟等。 

7.1.1.3 变幻无穷的地质水景 

大别山水资源甚为丰富，遍布水景既壮观又多彩。水系的发育是在一定的

地貌、地质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地貌的特征。通过地貌

分析图还可以看出，大别造山带地区水系多呈格子状水系分布的形态，在地貌

上主要表现为某些河段的大角度转弯以及主支流近直角交汇, 如在黑石渡-霍

山等河段发生大角度转弯，在罗田县上方的河流支流与主流的近直角交汇,麻城

市的河流也有大角度的转弯和支流与主流的近直角交汇，反映出断裂构造严格

控制本区水系发育的地貌特点
[79]

。本区主要水系明显受断裂构造控制，明显的

有二个地带：(1)大别山北麓西段晓天一磨子潭断裂与肥西一韩摆渡断裂之间的

地段，如:尾河自佛子岭至六安河段长达 70 公里范围内有三处大角度转弯(黑石

渡一霍山河段，西两河口一李家庄河段，韩摆渡一六安河段)，史河上游胭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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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埠河段，走向北西西，长达 20 多公里，它与源自山区的数条支流成直角相交，

其位置与晓天一磨子潭断裂完全一致，在丁埠附近流向突然转向北北东；(2)

大别山东南麓的灌河、潜水、长河、皖水等水系的上游地区主流与支流直角交

汇的现象很普遍，其中长河由北西向东南从大别山区流向山麓平原在罗湾附近

流向突然直角转向东北，被改造的河段长 22 公里，其空间位置正好与北东的头

坡断裂相吻合。上述水系在穿越某些断裂带的地段均成典型的格子状水系。 

在天堂寨具有“东南第一清白地，山是本色水是源”，“踏遍黄峨岱与庐，

唯有天堂水 佳”的水景美誉。这里有白链长垂、一落千丈的悬崖瀑布，如大

别山九影瀑布，其落差 71 米、宽 8米，为岩性差异及断层作用形成。瀑布底端

二长花岗岩呈岩床侵入到角闪斜长片麻岩中，下有深潭，潭面 30 平方米，四季

不涸，瀑布水帘凌空而下，响声轰鸣。如图 7.3 所示，山上飞瀑直下，山底泉

水清荡。垂帘瀑布，落差 44 米、宽 10—15 米，悬崖绝壁，为断层型瀑布，倾

向北，倾角较直立，潭的下方可见二长花岗岩岩体有大别杂岩捕掳体，大小不

等。有异彩纷呈、晶莹剔透的彩池碧潭，如凤龙潭，潭口呈园形，直径约 7—8

米，向下约 2米，直径约 10 左右，流水沿节理走向冲刷而下，潭壁光滑，深度

不详。上为瀑布，落差 15 米，宽度 3米。黑龙潭，潭状为长方形，长约 40 米、

宽约 10 米、深约 10 米，潭上方为流水沿节理面流下，产状为 10°∠45°，两

侧为陡崖，下方为滚石堆积。有风光旖旎、谷深水冽的峡谷涧溪。它们的形成

多与断裂、节理、裂隙、差异风化及流水淘蚀等作用有关，是地质作用过程中

形成的一幅幅山水画卷。 

7.1.1.4 形态各异的洞室 

大别山地区的火山活动造就了丰富的地质遗迹，其复式火山机构，由多个次

级的锥状火山组成，在火山喷发的不同部位分别保存有火山流动构造、火山角

砾构造，这些地质遗迹为孕育多种地质旅游资源创造了条件。洞室在大别山内

分布较为广泛，主要洞室类型为：流水淘蚀洞穴，分布在峡谷之中，洞穴由流

水淘蚀作用形成，洞穴规模小，洞口光滑圆润，洞底五色彩石铺垫，如白马峡

谷中诸洞穴。堆积洞穴，指大块岩石经崩塌滚落堆迭而成，规模不大，洞口形

态各异，如水帘洞、神仙居等。 

7.1.1.5 迂回曲折的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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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异峰突起的火山岩，典型的同源岩浆演化，配以古老的地层组合，勾

绘了大别山区域内丰富的地质峡谷风貌。诸如火山机构、火山锥，具有地域特

色的断裂构造等。主要分布在花岗岩区的高海拔地带或变质岩区的深切割区。

大别山内以白马峡谷为代表的峡谷，通常发育在构造运动抬升或谷坡由坚硬岩

石组成的地段，谷坡陡峭，谷底时而狭窄，时而开阔。如沿晓天一磨子潭断裂

分布的关岳庙盆地、龙井冲盆地、东西溪盆地、河棚盆地等，成串珠状排列，

通常盆地南壁比北壁陡峭。大别山东南部的岳西盆地、寺前河盆地、晌汤盆地、

石关盆地、首蒲潭盆地的地貌形态和发育历史也大体相同。 

7.1.2 地质与其它旅游资源共生互融 

大别山独特的地质特征和南北分界的地理区位，使得其孕育了丰富的其他

旅游资源，这些旅游资源既与地质旅游资源互生互依，又与地质旅游资源相映

成景。其它主要旅游资源有： 

生态旅游资源。大别山区原始生态保存好，有大别山、三角山、天台山、

吴家山 4家国家级森林公园和近 10 家省级森林公园。大别山是物种的宝库，为

全国 6大基因库之一。据调查,其中既有国家珍贵保护植物如银杏、青钱柳、香

果树，又有享誉国内外的茯苓、板栗、云雾茶，还有造型奇特的岩松、石隙兰。

屹天堂寨,被誉为“华东 后一片原始森林”，总面积 120 km
2
，主峰海拔 1729m，

为大别山主峰之一。山间云雾缭绕，如海中蜃景，形成云海奇观，如图 7.4。

天堂寨共有植物 1746 种，其中国家级保护植物 60 多种，各类动物 200 多种，

年均气温 12.6℃，空气湿度 85%，负氧离子含量高，被誉为天然氧吧、森林浴

场
[246]

。 

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大别山是一片红色的热土，中国革命的圣地。这里不

仅建立了近代中国六大解放区之一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还诞生了两位国家主

席,四百多位将军。由于大别山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三县交界以及安徽通向湖

北东部的要道）和特殊地形（中山地带），自古就是农民运动活跃的地方。近代

更是“反围剿战争”和“解放战争” 的一个重要战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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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大别山奇峰图7.1大别山岩瀑 图7.3大别山飞瀑

 

 

图 7.4 大别山云海图 

 

 

图 7.5 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 

 

大别山”是妇孺皆知、名扬天下的重要事件。大别山留下了大量的革命遗址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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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以及纪念物，是鄂豫皖重要根据地之一，更是刘邓大军活动的主要区域，在

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革命博物馆、皖西烈士纪念馆、红

军纪念堂等纪念馆以及当时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等一大批革命遗址，成为著名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见图 7.5 革命烈士陵园之类的红色教育景点有多处。2004 

年 12 月，大别山作为全国 12 个“重点红色旅游区”写进了《2004~2010 全国

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被定为全国著名的 12 大红色旅游基地之一。 

特色农产品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大别山区盛产闻名全国的板栗、六安茶、

信阳毛尖等农产品,对提升旅游文化品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黄冈有古代列

为朝廷贡品的茧丝绸、英山茶叶、蕲春四宝(蛇、龟、竹、艾)、浠水巴河多孔

藕；有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金奖的黄梅挑花、武穴章水泉竹器、罗田茯

苓板栗、英山桔梗和余正泰粉丝；还有桑、麻、茶、药、竹、柳、白鹅、粮油

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等
[205]

。在 2007 年 1 月份，英山乌云山茶叶公园和罗田九

资河圣人堂村被列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两条线路列为武汉城市圈 8 条精品

线路。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大力开发农业旅游资源，形成集观光、种

植于一体的现代农业旅游产业。 

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从文化遗存来说，8000 多年前大别山就有人类定居,

留下众多的名寨、名城、名寺、名塔,令人神往；大别山区古色斑驳、名人辈出,

古有鸠鹚之役、李成之乱、陆逊追曹、徐寿辉起义称帝、马朝柱天堂聚义、太

平军浴血奋战松子关。亦有东坡赤壁、李时珍纪念馆、四祖寺、五祖寺等文化

旅游景点，寿县古城、六安国王陵等古色旅游资源。现代则有地质科学家李四

光，爱国诗人学者闻一多等一大批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科学、文化巨匠。

这里也是历代迁客骚人留连之所，苏轼在此作二赋一词，徐寿辉反元曾在此建

“天完国”，李贽客居麻城讲学著书，太平军转战鄂东等，留下了大量历史遗迹

和名篇佳作[205]。另外，大别山民风淳朴，民俗文化丰富，例如三百六十调情歌

皈腔、采茶戏、高腔、采莲船、高跷、风行庙会，还有南调花鼓、北调花鼓、

说说唱唱等等民间艺术，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7.1.3 地质旅游资源处于跨界地带 

由于大别造山带是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碰撞造山的产物，其南、北边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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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襄樊一广济断裂与明港一六安断裂，造山带东端被郑庐断裂截切向北平移

到苏鲁地区，造山带西端通过南阳盆地与秦岭造山带连接。现今剥露面内的构

造格局、岩浆组合与热年代印迹主体属于中生代以来浅部地质与中、深部热构

造过程叠置产物，该区地层主要由岩浆岩和变质岩组成，沉积岩在地表几乎未

出露。整区受北西向巨大断裂控制，中小规模断层少。这些特征标志着该区属

活动地带。由于岩石古老、坚硬，加上岩浆活动频繁、构造变动的多次改造，

构成了“悬崖陡立、怪石突兀”的整体景观特色
[10]
。从地质构造图上可以看出，

行政边界并不是以大别山的地质断裂为边界的，地层的整体性往往被行政边界

分割。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处在跨省交界地带的主要表现是地质断裂和岩层分

布往往跨越几个省区，地质遗迹在几个省（县）边界都存在，由地质遗迹索形

成的地质旅游资源就主要蕴藏在跨界区域。例如，有“中原第一峰”之称的大

别山主峰——天堂寨就处于安徽与湖北两省交界地带。 

7.2 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7.2.1 大别山区基本情况 

大别山地处中国中原地带，雄居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处，长江、淮

河之间，邻近两大省会城市武汉、合肥，俯视黄冈、信阳、安庆等中原古城，

联南贯北，承东起西。区位条件得天独厚，市场腹地广阔。截至 2007 年底，大

别山行政区划上涵盖 3 省 6 市 (六安、信阳、安庆、黄冈、随州、孝感)、36

县 (市)(麻城、罗田、英山、红安、金寨、霍山、岳西、商城等)，人口 2300

多万,面积 5.8×104 km
2[202] 行政区图见图 7.6。 

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是我国著名的革命老区、贫困山区、落后山区。

地理分布图见图 7.7。该区处在亚热带向温带的过渡地带，区内有 18 个国家级

贫困县(区)。2004 年,区内人均 GDP 仅 3 733 元，为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 35.5%；

人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5 975 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63.0%；农民人均纯收

入 2 340 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79.6%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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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大别山行政简图(葛玉香制作 2008)
 [247] 

 

大别山对外交通便利，东与安徽省合肥市相连，南与安庆市、九江市接壤, 

西与武汉市毗邻，北接近郑州市。交通非常便利,这里不仅有长江黄金水道；还

有 105、106、107、206、312、318 国道和京珠、沪蓉高速公路贯穿其中，目前

正在建设的高速公路有：合(肥)武(汉)、阜(阳)六(安)、阿(荣旗)深(圳)、西(安)

合(肥)、商(城)景(德镇)高速；铁路有：高速合九铁路、京九铁路、宁西铁路。

它与周边半径 500km 之内的 9 个省会的交通十分便利，此空间格局为大别山地

区的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有利于旅游市场的形成。(图7.8)。 

7.2.2 地质旅游资源开发进展 

7.2.2.1 依托地质资源，建立地质公园 

在地质资源开发方面，安徽省已经根据大别山的资源现状作出了相应的地

质公园规划和开发。例如，六安建设了大别山(六安)国家地质公园，该公园地

处大别山隆起的核心部位和北淮阳褶皱带的东段，复杂的地质背景形成各类地

质遗迹，是为数不多的集花岗岩地貌、变质岩地貌、火山岩地貌、构造地貌及

丹霞地貌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
[45]

。开发了红石谷地质公园，该区位于安徽省金

寨县东北部，地处大别山北麓。旅游资源丰富，植被繁盛，主题景区分为红石

谷国家地质公园、将军湖(响洪甸水库)以及中国十大名茶“六安瓜片”原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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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大别山地理分布图 

 

 

大别山区域

图 7.8 大别山主要交通状况 

 

生态观光园三大板块，景区面积 237.05 平方公里。红石谷国家地质公园，是国

内少有的“红石”景观区，也是大别山国家地质公园主要园区之一。红石谷峡

谷内东侧为变质岩，西侧为火山岩。全长 7公里，经过 5亿年漫长的地质演化，

造就了瑰丽的峡谷景观，以“28 峰、72 洞、36 怪石、12 道瀑布”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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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开发了金刚台国家地质公园，该公园位于信阳市商城县东南，地处

豫皖两省交界处，因奇石纵横、形似金刚而得名，由金刚台景区和汤泉池景区

组成。园区山地、丘陵、河谷、湖泊等各种地貌浑然一体，园区内名胜古迹、

红色遗址、地质遗迹、生物资源和人文遗产等集典型性、稀有性、观赏性、科

研价值、健身疗养等于一身。 

2006 年，湖北省以黄冈市为主导开始申请大别山(黄冈)国家地质公园。目

前，此项工作一直在进行。大别山（黄冈）国家地质公园，能有效地保护大别

山（黄冈）地质遗迹，整合黄冈的地质环境、地质遗迹、人文资源、温泉度假、

红色旅游和绿色观光等资源，打造大别山（黄冈）国家地质公园品牌，弘扬革

命老区精神，提高黄冈知名度，发展黄冈旅游业，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7.2.2.2 融地质遗迹构建旅游景区 

大别山跨省各区依托地质旅游资源和其它丰富旅游资源建设了多处旅游景

区，其中主要以森林公园和生态公园为主。主要景区有： 

    河南省香山湖国家水利风景区。该区处鄂豫皖结合部的新县，位于县城东

南 6公里处，京九铁路横穿县境，距景区直线距离 2公里，南距武汉 160 公里，

北距信阳 110 公里，郑州 290 公里。距京珠高速公路信阳段入口 80 公里，属淮

河水系潢河上游，由人工内陆湖形成的水利自然风景区。香山湖景区是一个生

态保护型观光旅游地，辅以多种自然及人文景观的综合型景区。“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山水园林相得益彰”构成香山湖独特的旅游景观。大坝南侧，海拔 297

米的香炉峰拔地而起，峰间奇石密布，曲径通幽。玉免石、一线天、蜗牛石等

自然景观，形态逼真，栩栩如生。湖区修竹茂林间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刹普济

寺，终年香火不断。主要景观有香炉峰、大坝雄关、普济寺、灵猫石、观音望

湖石、天梯、疗养院、别有洞天、佛缘石等 40 多个。主要景点还有韩山千年古

树紫藤林，千亩生态茶园，长成铝业集团培训疗养基地等。盛产板粟、绿茶，

其中以“香山翠峰”为代表的绿茶多次获得大奖，另有“珍珠花”、“蕨菜”等

十多种山野菜。 

金兰山国家森林公园。该公园位于河南省信阳市新县境内大别山南麓，京

九铁路、阿深高速、106 国道、南信叶线、1655 线均在新县建站通过，距信阳

120 公里、武汉天河机场 160 公里、新县县城 2 公里，是以森林生态、人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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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为主的自然风景区。金兰山公园总面积 33.4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98.1%，

原始生态保存完好，区内山峰 300 余座， 高峰大风尖 817 米，由金兰山、连

康山、西大山、九龙潭四大景区构成。区内物种繁多，自然资源丰富，属典型

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是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三大植物区系交汇处和

我国动植物南迁北移的缓冲带，共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34 种，国家重点保护植

物 19 种，既是科学考察、野营探险、教学实习的重要场所，又是旅游休闲、健

身娱乐、避暑度假的理想胜地，集雄、奇、幽、秀、灵于一体，兼峰、石、潭、

瀑、林于一身，并以悠悠道观群、玄妙圣人谷闻名于世。主要景点有金兰山、

连康山、西大山、九龙潭等。  

灵山风景名胜区。该区位于河南省罗山县西南部境内，西南分别与信阳鸡

公山管理区、湖北省大悟县交界，东连鸡笼山，西邻鸡公山、南湾湖，含六大

景区：灵山寺景区、逍遥洞景区、金顶景区、龙凤祥林景区、龙牙寺景区、九

里落雁湖景区，景区总面积 61.5 平方公里，西距京广铁路和 107 国道 40 公里，

东至京九铁路 50 公里、开武公路 28 公里，北到信叶高速 20 公里、312 国道 30

公里、南信（阳）叶（集）路 10 公里，南有旅游公路与鸡公山相连，京珠高速

公路从灵山脚下通过并在涩港留有一出口，景区南边的 2.5 公里处另一出口也

即将开放，罗山、伍家坡、鸡公山、大悟、信阳常有公交车来此。 

鸡公山风景名胜区。该区位于大别山西端与桐柏山紧密相连，鸡公山有“青

分楚豫、气压嵩衡”之美誉，历史上与庐山、北戴河、莫干山并称中国四大避

暑胜地。早在一千四百年前的北魏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就有文字记载，

其后众多名人骚客、达官显贵、富商巨贾也来山游玩，文人们留下了大量的赞

美诗篇。上世纪初，平汉铁路通车以后，洋人蜂拥而至，二、三十年代达到鼎

盛，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供人们旅游度假的风景区。1978 年国务院首

批批准的对外开放的八大景区之一，1982 年列入全国第一批 44 个国家级重点

风景名胜区，成为集自然景观为主、人文景观为辅，兼有疗养、避暑、旅游、

观光、科研、实习、自然生态保护价值的山岳型风景名胜。 

在湖北和安徽已经建有北罗田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湖北英山吴家山森林

公园、湖北英山桃花冲森林公园、安徽天堂寨国家森林公园、舒城万佛山国家

森林公园、霍山地小南岳森林公园和岳西妙道山国家森林公园。其中的安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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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寨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到 95.4%，在国内景区中仅次于张家界，景区

内建有索道、天街,一片“青山沉黛，风荡林海”的原始生态景色。大别山天堂

寨处大别山腹地，山高林密，风景区为国家 4A 级风景区、大别山国家地质公园

主园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堂寨风景区地理区位特殊，资

源得天独厚。天堂寨位处华东、华中、华北三大植物区系交汇点。区域内气候

湿润，空气优良，森林覆盖率高达 96.5%，早晚雾气缭绕，这里是亚热带和北

温带的过渡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属大陆性湿润季风气候。空气湿润。天

堂寨夏季平均温度 20℃， 高温度 28℃。因瀑布和森林物理作用产生电位差，

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负氧离子平均达 4.5 万/cm
3
，其中瀑布群景区的九影

瀑负氧离子含量高达 13.5 万/cm
3
,置身天堂寨无疑就是置身天然氧吧，沐浴负

氧离子含量如此之高的空气带来的周身舒畅和惬意。瀑布群景区有大小瀑布共

计 108 道，形成山水、森林、奇峰等绚丽多彩的自然景观。被誉为“东南第一

清白地、江淮无二纯净天”。天堂寨夏季清凉节的举办有先天条件和优势。 

7.2.2.3 奠定了一定的旅游基础 

大别山旅游开发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具体来说，湖北、安徽、河南境内

的情形又略有不同。鄂境大别山零星开发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2000 年以后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由于自然环境优美，资源丰富,游客接待规模逐年上升。2000

年接待游客 5 万人次，2001 年接待 10 万人次,2003 年达到 25 万人次,2005 年

达到 3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 2亿元。皖境大别山开发略早于湖北,势头良好。

仅以安徽省金寨县的天堂寨国家森林公园为例，其面积和景点数为湖北大别山

的十分之一，仅 1999 年接待游客 8 万多人次，收入接近 4500 万元,2004 年旅

游收入超过一亿元。河南省较早开发的是信阳鸡公山风景区，20 世纪 80 年代

后陆续开发了信阳罗山、商城、新县等地质、生态和红色旅游资源，奠定了一

定的旅游产业基础。 

7.2.2.4 旅游产业体系不断完善 

跨界区域旅游产业体系不断完善。例如黄冈市红色旅游、绿色生态、古色

文化旅游三大产品初具雏形，已基本形成了大别山生态旅游线、红色革命传统

旅游线、佛教文化旅游线、名人文化旅游线、李时珍医药保健和溶洞探险等 5

条精品旅游线路。全市现有可供接待游客的景区（点）123 家，国家质量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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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 3 家，旅游商品定点生产企业 3 家，旅行社 35 家，星级饭店 24 家，

其中三星级 7 家，设有旅游院系的大专院校 2 所，中专 1 所，职高 5 所。全市

已基本形成了以“食、住、行、游、购、娱”等要素为主体，其它关联产业为

支撑，并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旅游产业体系
[207]

。 

7.2.2.5 基础设施有相应改善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为发展旅游业，大别山已经建立了

一定规模的交通框架。山区交通以陆路为主，陆路又以公路为主，铁路为辅，

水运的影响较弱。进入 90 年代大别山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改善，从区

内看，已经基本实现乡乡通公路，村级公路普及率各县均已达 95%以上，基本

形成以 105、106、206、312 和 318 国道为骨架，新县—红安、金寨—麻城、霍

山—英山等为重点较为完善的公路网，公路运网密度已达 25 km/100 km
2
，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高于周边某些地区。区内铁路通车里程较短，真正穿越内

山是京九线河南新县到湖北麻城 80 多 km 路段。从区边来看，大别山区边缘地

带是我国交通大动脉，东南有合九铁路及 206 国道(一级公路),西南有京九铁路

和黄冈至黄梅公路,北有合叶(合肥-叶集)高速公路及 312 国道。再向外西南、

东南是黄金水道长江，北有淮河。以大别山天堂寨为中心，距交通大动脉直线

距离 多不过 100 km。这种交通格局，对大别山来说远较其它贫困山区好，对

大别山的经济发展也极为有利
[208]

。如黄冈市先后安排旅游国债和旅游专项资金

2400 万元，促进了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吴家山风景区、三角山、东坡赤壁等

重点景区项目的开发建设。通过多方面融资的方式，累计投入 10 多亿元用于重

点景区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外来客商投资黄冈旅游业前所未有。据不完全统

计，黄冈旅游招商签约引资已超过 35 亿元，投入建设和到位资金近 8亿元，旅

游业已成为外来投资黄冈的热点和亮点。 

7.2.2.6 跨区合作取得一定进展 

大别山区域在早期的旅游开发中尽管有局部旅游合作，但真正的跨省合作

始于 2005 年，该年 8 月鄂豫皖 3 省 6 市 36 县在安徽合肥召开红色旅游区域合

作协调会议，就 3 省 6 市 36 县红色旅游区域建立“大别山旅游区域协作联合体”

进行协商，并就相关方案达成了共识，开创了 3 省旅游合作的先河。2006 年大

别山区县(市、区)际政协联席会议机制在新县顺利启动，并成功举行了第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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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会议。此后该联席会议每年轮值在成员单位由一县或数县联合举办。２０

０７年, 皖鄂初步达成合作开发天堂寨旅游资源协议，大别山跨界区域旅游资

源整合开发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此次合作目的是开发天堂寨旅游资源，共

同打造以天堂寨为中心的大别山旅游圈。合作主要从“指导思想、合作目的、

合作意向、共同遵守的事项和保障措施”等方面达成了共识，并 终形成了《合

作开发天堂寨旅游资源协议》。此次合作意义深远，为双方进一步进行合作奠定

了基础。同年，三省发表《大别山红色旅游区域协作联合宣言》，共同表示，将

进一步加强区域旅游联合，建立大别山旅游区域协作联合体，以红色旅游为特

色，以绿色旅游为主线，突出“千里跃进，将军故乡”主题形象，打造一批以

原生态和红色旅游为品牌的旅游区。大别山红色旅游区域合作内容包括：共同

保护绿色家园、共同编制旅游规划、共同叫响旅游品牌、共同开放旅游市场、

共同推介红色旅游、共同培养旅游人才等。《宣言》指出，原生态是大别山旅游

的 大资本，合作各方应继续努力，共同采取保护行动，努力实现大别山旅游

持续增长；要着力打造一批重要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红

色旅游名城镇，突出重点和主题，初步形成红色旅游骨干体系，把大别山地区

建设成为在全国知名、独具特色的新兴红色旅游区；提炼感召力强的大别山精

神，把大别山红色旅游品牌叫响。《宣言》还提出，要围绕“资源共享、信息共

通、产品共推、合作共赢”的旅游大格局，积极构筑大别山无障碍旅游区；要

合作编印大别山区域旅游指南和自助游手册，统一编写大别山红色旅游导游讲

解词，绘制一张大别山旅游图，编导大别山文艺演出节目。《宣言》还就建立长

效合作机制、信息交互机制、行为约束机制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以建立三省

区域旅游合作组织保障和长效机制，保障区域旅游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
[248]

。 

同时，加强对外宣传，大别山品牌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特别是红色旅游

品牌已经被大部分人认可。大别山区在丰富其高知名度的红色旅游资源的基础

上，保证产品质量和特色，打造精品系列，加大宣传力度，多渠道、多手段进

行市场推广， 终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近年来，大别山区对外宣传部门积极与

香港文汇报合作，香港文汇报、菲律宾商报、亚洲时报、联合早报、南洋商报

等海外媒体也争相全面报道大别山红色旅游热潮。香港旅游网、香港贸发局网、

香港商会网等也对此进行了报道，点击率一直居高不下。《中国旅游报》、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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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人民网、中国青年报、中国政府网、大别山旅游网、香港业洲电视、有线

电视，澳门特区新闻局、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澳门卫星电视、澳门星

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先后多次实地采访报道了大别山的红色旅游。这些报刊、电

视及网络新闻报道，在世界各地掀起了大别山红色旅游宣传热潮。2005 年以来，

在大别山区宣传部门的积极努力下，数百家海内外媒体纷纷将镜头、笔触对准

大别山红色旅游，通过报刊、电视、广播和网络，在世界各地掀起一波又一波

的宣传热潮，让大别山红色旅游走向世界，持续升温、异常火爆。“红色故土、

绿色大别山”己成为海内外知名的红色旅游品牌。 

7.2.3 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在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化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7.2.3.1 缺乏统一完整的开发规划 

大别山由于地处三省交界地带，区域面积广大,景点分散,导致各旅游景区

景点本地化倾向比较明显,尽管各省都进行了区域旅游规划，但是没有从大别山

整体情况出发进行旅游产业规划，旅游区域间缺少有效合作，没有形成合力，

丰富的地质资源和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革命遗址被孤立开发，同时由于在包

装、宣传、促销上各自为政,已开发的资源显得散、乱、小、差，严重影响和制

约了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例如，在安徽省，大别山旅游资源的开发被纳入

安徽省泛巢湖国家旅游区开发范围，该旅游开发区是指以合肥为中心，以巢湖、

大别山为依托，皖中五市（合肥市、安庆市、巢湖市、滁州市、六安市）为载

体，以两个高速路程为半径的国家旅游区　主要包括“一城、一湖、一山、一

网”，城是合肥市，湖是巢湖，山是大别山及其余脉，网是以巢湖为中心的水系

资源网和以合肥为中心的旅游产品网。区域定位要突出合肥全省旅游集散中心地

位；突出巢湖，打造以滨湖城市与商务旅游为品牌的旅游区；突出天柱山，打造以

地质地貌和禅宗文化为品牌的旅游区；突出大别山，打造以原生态和红色旅游为品

牌的旅游区
[249]

。 

在河南省，大别山一直被列入省级“三山一河”旅游整体规划中。从该省

旅游规划的内容看，大别山旅游区是“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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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区内已开发的景点有灵宝的亚武山、洛宁的神灵寨、新

安的郁山、平顶山的石人山、信阳的鸡公山和驻马店的岈山
[10]
。 

在湖北省，大别山旅游开发主要围绕武汉城市圈的发展规划为依托，以大

别山地质旅游资源为主要吸引物开发了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该公园位于罗田

县北部高山区，公园分设天堂寨大别雄风自然风光游览区、青台关古关名刹游

览区、薄 峰避暑休闲游览区、九资河大别山田园风光游览区、天堂湖水上乐

团等五个景区，公园总面积 300 平方公里。  

可以看出，由于跨界区域的存在，各省在旅游规划中都是从本省的实际和

全省需求出发，而不是从大别山的地质构造和资源分布特点的实际出发进行整

体规划。由于缺少规划，导致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存在争夺品牌的现象，一般而言，从旅游开发的角度来说，在行政边界区

域形成的,为多个行政区分别拥有的旅游资源由于涉及到行政区划的界限,极容

易引起身份归属上的争议
[210]

。随着当今生态旅游的广泛宣传和飞速发展,大别

山各个地区又都在大打生态旅游牌,那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正宗、主导?为了把“大

别山”这块金字招牌争取到手,各个县市各显神通,如湖北省罗田县打出了“大

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口号，安徽六安市打出了“大别山地质公园”的口号，

金寨县不甘示弱，继而提出“红色大别山”的品牌。这种“大别山”身份上的

争议，严重影响了大别山旅游的开发进程，使大别山的核心优势资源长期得不

到有效开发，大别山的旅游整体影响力更是无从体现。 

另外，边界模糊，争夺资源的现象也是缺少统一规划的表现。在中国经济

转轨的过程中,由于行政区划对旅游开发的刚性约束作用,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

出现了具有过渡性质的“行政区旅游现象”
[250]

 。随着近年来生态旅游的异军

突起,大别山的旅游价值被普遍重视起来，于是过去无人问津的落后大别山成为

今日三方争夺的香饽饽，边界纠纷应运而生。这也直接导致大别山今日“模糊

区划”、“南北分治”、“东种西伐”矛盾的产生， 终也直接影响到了大别山生

态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大别山地质资源融于生态、红色、人文等旅游资源之中，由于缺少统一规

划，未能很好将各自特色统筹规划到大别山旅游总体开发之中。同时，目前景

区开发经营分散，点多面广，仅六安市多达 22 个，在大别山七八十公里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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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天堂寨、白马尖、万佛湖、六万寨，在开拓市场等方面单兵作战，分散经

营，互动性、互补性差，也难以体现大别山旅游业的整体形象，不利于提高旅

游规模效益。 

7.2.3.2 内部交通落后，制约旅游产业发展 

内部交通建设滞后，该区对外交通已比较便利,但境内交通道路等级较低。

近十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别山整体交通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但离实现

大别山旅游腾飞的需要还有很大的距离见表 7.1，可以看出大别山内部交通线

路密度较低，交通等级不高。在信阳,四级以下公路占等级公路的75 %.除了鸡公

山、南湾湖、灵山寺外。大部分景区与交通干道之间的连接道路路况差，阴雨天

车辆常常无法到达。景区内部道路建设也普遍滞后，严重影响到游客在景区内的

游览
[251]

。主要原因是大别山区内部大部分地区海拔都在 500m 左右，山虽不太

高，但高差大，地面起伏大，河谷狭窄弯曲地形复杂，这就为交通建设带来了

很大的难度。致使大别山区交通建设工程艰巨，造价昂贵。一般来说同样标准的

铁路干线造价，平原地区只有山区的1/2-2/3，公路造价山区也比平原和丘陵地

区高出两倍和60%，而且山区建设铁路、公路，技术要求高，又需延长运输线路，

从而增加工程量和单位造价
【252】

。同时，大别山区各县镇出山通道数量少，以安

徽省内为例，区内各县一般只有一条较高等级公路(多为二、三级路面)作为出

山通道，肩负着全县对外联系运输任务。而更为突出的是大别山区内 80％以上

县的县城都位于山区边缘地带，部分位于周边丘陵上，而出山通道一般都以县

城为起点，这样唯一的出山通道也因路程短而不能向内山辐射。故内山经济不

能得到有效发展，形成明显的梯度发展模式，越向内山，经济发展越落后。县

域经济整体也因此受到影响,唯一的出山通道,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造成周

边的交通大动脉对内山辐射作用不够强。整个区内形成以 312 国道、合九线、

京九线为边的交通三角阴影区，越向内山阴影的色彩越浓[250]。大别山区周边 3

省 30 多县虽是近邻，但由于长期以来缺少联系，跨境交通投资较少，除了国家

投资改造的几条国道以外，其他类型的跨境交通很少修建，这也在根本上制约

了大别山各县市生态旅游的合作开发[250]。例如，以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为中心的

两省三县(湖北省罗田县、英山县，安徽省的金寨县)森林公园田地相连，鸡犬

相闻，2005 年之前竟然没有直通的公路，游人往来两边一直靠步行，严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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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两地旅游事业的发展。从大别山区的重点红色经典景区红安县到毗邻的另一

红色经典景区新县，除路过的河南光山至湖北武汉的公共汽车外，没有直接到

达的公共交通，除非包车或自己驾车，否则从红安到新县需要从红安县先乘车

到红安县七里坪镇，然后从七里坪镇再到隶属七里坪镇管辖的箭厂河，之后才

能再乘车前往新县。作为现代社会中相毗邻的两个县，作为相毗邻的两个红色

经典县，这样的交通条件是与其地位不相称的。相毗邻的金寨县和麻城市也是

如此，不能从一个县城乘车直达另一个县城。交通等基础设施严重制约着大别

山区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经济发展
[247]

。 

 

表 7.1 大别山内部主要县域交通情况
【252】

 

县城 商城 新县 金寨 霍丘 舒城 岳西 潜山 太湖 

距主路

距离 

312 国道 106 国道 312国道 312 国道 206 国道 206 国道 105 国道 105 国道 

0 37 25 55 0 73 0 0 

县城 宿松 黄梅 罗田 英山 蕲县 浠水 麻城 红安 

距主路

距离 

105 国道 105 国道 106国道 106 国道 黄黄公路 黄黄公路 106 国道 106 国道 

0 0 58 91 0 0 0 33 

 

7.2.3.3 资金有限，投入不足 

景区(点)开发和配套旅游设施建设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大别山地区是

个革命老区，人口多，经济基础薄弱，能投入到旅游业中的资金非常有限。加

上三省三市的地方割据，使得大别山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相当落后。主要

表现为：景区(点)缺少必要的停车场，建筑布局零乱，立面效果差，给排水系

统、通讯设施、环卫设施均相当落后。资金短缺成为制约本区旅游业发展的主

要因素之一。大别山旅游区的住宿接待设施主要依托六安、信阳、黄冈三个城

市。六安市有 20 家星级酒店,总床位 3684 个：信阳目前有星宾馆 21 家，接待

床位 3980 个左右,30 间客房以上的饭店 8：黄冈现有各类床位约 3000 个,星级

酒店 20 多家。总体来看,基本能够满足目前旅游业发展的需要。但服务设施配

套不完善，尤其缺乏符合行业规范的接待服务设施，服务项目设计不合理，管

理水准不到位，从业人员素质较低，服务质量较差。致使旅游者在游览这类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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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点)时均以参观为主，缺少参与性的活动，在景点的停留时间不长。如果这

些问题得不到尽快解决，从长远来看，将会阻碍旅游区的正常发展
[66]
。 

7.2.3.4 结构单一，旅游产业升级缓慢 

产业结构也比较单一，传统产业仍然处在主导地位，旅游业发展缓慢，层

次较低。例如由信阳市旅行社的发展就可以窥见一斑：目前，该市共有 15 家旅

行社，全部是国内社，没有一家国际社，且这些旅行社普遍存在着“散、小、

弱、差”的问题，大都赢利很少甚至存在亏损现象。同时，这 15 家旅行社分布

极不合理，全部集中在市区，而新县、商城、罗山等旅游业相对起步较早的县

（区）至今没有一家旅行社，对这些县（区）旅游业的发展造成了诸多不便。 

对于本区一些以自然风光为主的景区，多数只进行了一些粗放的、低层次

的开发,深层次的旅游开发很少。旅游产业链条短，各环节松散，旅游景区基本

停留在传统的浏览层面，多数游客仅仅是转转看看，逗留时间短，游客享受不

到大理、丽江等地“白天看景点、途中有购物、晚上观演出”的“一条龙”服

务，综合效益上不去。接待能力弱，例如六安市仅有舒城 1 家 4 星级宾馆。霍

山县标准接待能力仅为 400 人，降低标准也只能接待 2000 人，接待稍大些的旅

游团队和组织旅游节庆活动就勉为其难了。旅游商品开发滞后。生产企业少，

批量小，缺乏规模的旅游定点商场和较大的专业市场。同时，缺乏物美价廉、

便于携带的特色产品，象六安瓜片、寿州紫金砚等价格既高又难以携带，难以

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需要。旅游产业配套能力低，综合效益差。六安市旅游总

收入占全市 GDP 的比重，比全省低 2.5 个百分点；旅游者人均消费水平仅为 490

元，比全省低 275 元，这与该市旅游资源大市的地位极不相称
[253]

。 

7.2.3.5 品牌的知名度不高 

尽管在大别山地区建立了多个地质公园旅游区，但由于力量分散，较之全

国其它一些跨区域的旅游品牌，在声音上不够响，在形象上不够亮，在影响上

不够大，在吸引力上不够强，在发展思路、发展力度、开发品位、开发水平、

开发价值、资源有效利用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距。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地域分割

和各自为政。大别山旅游区地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而这三省之间以及省

内行政区域之间缺乏有效沟通，资源整合不够,没有整体规划，没有抱成一团形

成拳头。如安徽金寨县与湖北英山县、罗田县对边界地带的共有旅游资源大别

山主峰天堂寨严重的竞争与争夺，较大的限制了天堂寨旅游业的发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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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地质旅游要从全景区的战略高度进行统筹规划，在整体建设、景点建设、

旅游线路选择上进行协调，建立区域内的市场共享机制，实现区域间资源共享、

旅游线路对接、市场互动、客源互送、效益共赢，共同打造大别山旅游品牌
[254]

。 

在地质旅游资源开发中，同其它旅游资源的融合还不是很到位。如，

大别山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但很多景点尚待开发，景区档次低，比较分散，

效益不高。在湖北，政府和民众视野过多地集中红安、麻城等几个国家级

的红色景区，不惜本钱包装开发，但对其他红色景点重视不够，实际上，

其他某些景点或景区如团风县贾庙、杜皮以及新洲区道观将军山、涨渡湖

等地红色资源价值和历史地位并不逊于红安、麻城，但由于思想认识不够，

缺乏挖掘和包装，这些景点很少为人所知。在安徽省，六安市 4A 级景区只

有 1 处，接待游客和收入少得可怜。万佛湖年接待游客仅 56 万人，门票收入

2800 万元；天堂寨年接待游客仅 30 万人，门票收入 800 万元；铜锣寨年接待

游客仅 14 万人，门票收入 103 万元，令人忧心的是，没有精品形不成精品线路。

虽然旅游部门重点开辟了上海—六安市区—金寨梅山—金寨下楼房—天堂寨、

上海—六安市区—许继慎烈士陵园—霍山衡山镇—漫水河镇—白马尖等 4 条精

品线路，但由于目前全市境内大部分好一些的景区道路与外部联系不畅，相互

间又不贯通，造成各条线路只能将一两个好些的景区纳入其中，实际上精品不

精。没有精品线路，游客要奔走几百里，只能看上一两个好一些的景点，很显

然，人气不会旺，这无疑是该市旅游业的一大软肋，是影响旅游业发展的一大

瓶颈。 

7.2.3.6 旅游营销有待改进 

由于地缘相近，在旅游资源营销过程中存在名称使用权的争夺，早年因金

寨县先被命名为天堂寨森林公园而占尽先机，湖北罗田县只能起名为大别山森

林公园，英山县则起名为吴家山森林公园，所以无法与金寨县天堂寨森林公园

竞争。如果天堂寨古寨建在湖北省境内，“天堂寨”商标也被湖北注册，那就意

味着安徽拥有的天堂寨旅游资源将受到严重影响。  

此外，还有客源之争。湖北英山县吴家山森林公园一直用“南武当山”对

外推介，景区内的柏油马路距离天堂寨主峰只有 2 公里，此景区距合肥、南京

等地比去天堂寨景区要近 10 公里，所以该景区也在武汉、上海、江西、河南等

周边城市争夺客源，这也将对金寨天堂寨风景区形成很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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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软件而言，服务水平不高是中、小旅游景点的普遍现象，讲解员多是

附近中小学教师或县乡政府旅游、文化部门工作人员，临时培训后上岗，讲解

的内容千篇一律，死记硬背，没有融入自己的情感，整体素质难以达到专业化

水平
[247]

。 

7.3 本章小结 

大别山具有丰富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质资源同优美的自然风光与丰富的人

文景观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基础，这些地质旅游资源主要以地质

遗迹为基础，形成了形态各异，景色优美的以岩石景观、峰丛地貌、地质水景、

奇异洞室、僻幽峡谷等地质旅游资源景区。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的主要特点是

地质旅游资源种类多样，形态各异，观赏价值和科研价值较高，同时，地质旅

游资源多于其它种类的旅游资源融合，这给地质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创造了条

件。地质旅游资源的跨边界的特点又给资源的开发带来了许多制约因素。目前，

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资源多处于跨边界

地区，缺乏统一规划，因此开发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大别山跨界区域旅游

业发展相对缓慢，产业升级有待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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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整合措施 

8.1 大别山地质旅游整合战略 

大别山旅游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一是旅游业作为国家重点扶

持的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将继续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二是大别

山丰富的旅游资源逐渐得到人们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国家支持大力发展“红

色旅游”，大别山区域各省把红色旅游确定为该省龙头与全省旅游的重点之一；

三是象武汉、合肥、郑州等城市圈建设与合作的持续推进给大别山旅游注入活

力；四是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已取得明显成效。五是中原崛起、长三角发展升

级等区域发展为大别山旅游业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 

根据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和区位布局实际，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采

取以下战略：在布局上采取：围绕核心，跨区组合，点轴推进,辐射全国；在资

源整合上采取：资源组合，突出重点，注重差异，优势互补。在产品的促销上

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树立形象，培育精品。 

8.1.1 围绕核心，跨区组合，点轴推进,辐射全国 

鄂豫皖大别山区具有丰富地质旅游资源和原始生态资源的特点,目前，在大

别山区域已经建立了多个地质公园，这些地质公园具有相应的特色，但同时也

应当看到，在一个相邻的区域内存在多个地质公园，这在资源开发利用和旅游

经营中是不协调的。树立“围绕核心、跨区组合，点轴推进，辐射全国”的整

体开发策略,实施地质旅游资源与其它旅游资源相互结合、跨区整合战略,促进

豫鄂皖三省大别山区的旅游发展,将有助于强化大别山旅游区的集聚效应,也便

于发挥各自优势，以各具特色的地质旅游线、生态旅游线、红绿旅游线或跨省

旅游线,吸引中国中部、北部以及更多更广的旅游者
[251]

。由于大别山地处三省

交界地带，在跨区域开发过程中首先应依据统一规划，实行先点后轴，点状开

发带动轴间合作，轴间合作促进面状发展。具体的点主要指大别山周围的六个

中心城市和已经开发的地质公园作为基础。轴状发展主要指各城市的协调合作。



 

 164

同时，依托武汉城市圈、合肥城市圈、长江三角经济发展圈的带动，促进大别

山旅游向纵深发展，辐射全国。 

 8.1.2 资源组合，突出重点，注重差异，优势互补 

前文分析大别山已经开发了金刚台地质公园、六安市地质公园和湖北黄冈

地质公园，这些公园既有共性方面，又有特色，在开发中根据差异化原则把握

差异，形成具有独特地质特点的旅游景区，同时，把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协同

其它资源的开发一起进行。 

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各种旅游资源相互融合，相得益彰。

在资源整合中需要充分规划，根据现有的地质旅游资源开发情况和分布特点，

按照地质构成和变迁规律进行整合。整合中把握差异原则，优势互补，充分利

用其它旅游资源的优势营造地质旅游资源的吸引力。目前，同大别山地质旅游

资源开发相关的旅游景区中有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该公园方园 300 平方公里，

有五大风景区连在一起的还有英山和安徽的三个景区，也就是说在大别山主峰

周围有八大景区，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在开发好大别山地质旅游公园的基础

上，再积极争取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形成大别山旅游经济圈。 

    开发地质旅游资源要与其它旅游资源同时推进，形成互补性的旅游线路。

大别山区的红色旅游资源是难得的稀缺性资源，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地位，深

度开发和整合旅游资源。大力发展以革命传统教育为主题的红色旅游，以大别

山生态风光为主题的绿色旅游，以历史文化和名胜古迹为主题的古色旅游，打

造特色,提升旅游核心吸引力,打造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为大别山区新农村建

设提供财力支持。另外，在突出特色的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要摒弃现有的简单

模式，适应市场需求,形成更多的参与性、游乐性、休闲性项目。如可以根据大

别山独特的军事文化，开发推出自驾车游、野外宿营、战斗游戏这些时尚的旅

游休闲项目。将这些活动和参观旅游景点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游客真正感受到

“游有所学，游有所乐”，增强旅游的吸引力。 

8.1.3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树立形象，培育精品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是解决区域旅游规划和融资问题的 根本、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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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实践表明，政府主导旅游业发展是行之有效，适合旅游业特点的战略思

路。因此，应加大政府主导旅游业发展的力度，优化社会大环境和加大基础设

施投入。旅游业是一个正在发育的新兴产业，老区经济的不发达，旅游产业的

综合性、关联性和不成熟性，决定了今后一段时间应实行政府主导型的运行模

式。首先，政府是宏观经济调控者和管理者，应安排适当的启运资金用于旅游

规划的制订、环境的整治和宣传促销等；其次要大胆招商引资，鼓励和支持社

会各种经济成份兴办旅游业，形成全社会办大旅游的生动局面；第三，旅游经

营要走市场化运作的路子，鼓励私人购买、参股旅游产权，或租赁旅游业的经

营权;第四是加快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有效地整合“行、游、住、吃、购、娱”

等要素，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增强综合竞争力。政府拥有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

等有形资源和冠名权、特许经营权、政策等有形、无形的两大资源，应注意运

用市场的办法、经营的手段，把资源变成旅游发展的资本来运行。 

同时，在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服务经营等方面，则必须采取市场化、企业

化运作战略，按照市场机制经营旅游产业，以确保旅游经济进入良性循环与发

展的轨道。各级政府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着力转变职能，重点抓好旅游规划、

行业管理、宣传推介和政策制订，由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要遵

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积极发挥企业在旅游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要深化旅游

企业改革,扶持组建以骨干企业为“龙头”，以资本为纽带的跨行业、跨所有制、

跨地区的大型旅游企业集团[212]。 以对外批租、承包、租赁等形式，积极引进

外资和民间资本，实现以资源换资金、以景点换资金、以经营权换资金，充分

挖掘民资民力。市和县区可以考虑组建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把能形成旅游

线路的重要景区景点抓过来，对旅游资产进行评估，国有资产以股份的形式交

由旅游公司经营和管理，再实行灵活的政策鼓励社会融资和招商引资，以股份

的形式参与旅游公司的经营和管理。 

大别山周边政府机构应联合起来，切实改变大别山的整体形象，整合优势

旅游资源，实行整体推销,着力打造大别山旅游知名品牌。由于大别山区所具有

的地域广大性特点,大别山旅游知名品牌的打造应选择联合宣传促销的形式。以

有效地改变对外宣传乏力，宣传资料不齐备，地质旅游业文化总体形象难以树

立的状况。在宣传促销中要重点突出大别山具有广泛吸引力的地质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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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从这样一种稀缺性地质旅游资源角度开发、塑造新卖点，以提高旅游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要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对大别山旅游宣传促销的力度，可建造

大别山旅游信息平台，提高信息网的管理水平与信息量，把它作为宣传和推介

大别山区旅游的一个重要工具。充分利用旅游交易会、博览会与周边城市联合

对外宣传推介。目前大别山旅游大型推介会(河南)和六安大别山旅游推介会分

别已在北京、上海举行,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大别山板栗节、大别山生态

旅游节节庆活动形成宣传促销合力。并积极编印旅游宣传册，主要内容包括各

旅游景区的简介、景点间的交通信息、门票价格、游览路线等，为实行区域旅

游合作,打造无障碍大别山区旅游圈奠定基础。 

8.1.4 地质旅游联动发展战略 

旅游资源，尤其是地质旅游资源，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往往具有普遍性和

重复性，导致某些相邻行政单元的旅游产品的相似性和替代性。要延长同类旅

游产品的生命周期，或实施旅游产品的更新模式，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相邻

地方必须共同协作，相互协调。旅游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区域旅游协作日益

成为促进地区旅游业发展、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区域旅游联动发

展可以促进各地在旅游开发、经营等方而的取长补短，发挥整体优势，增强区

域整体竞争力，保证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线路的合理安排，对延长

旅客旅游时间、增加旅客旅游消费至关重要。区域旅游联动发展，可以延长旅

游线路，精选旅游景点，丰富旅游内容，乃至连点成线，连线成网。区域旅游

联动发展，还容易编排环状封闭式旅游线路，避兔往返路线重复，提高旅游效

益。区域旅游联动发展促进线路的网络化，利于旅游资源重组，旅游产品多样

化，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综上所述，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各地闭关

自守的发展模式必然行不通。摆在各地旅游业面前的道路是加强合作，进行联

动发展，突破局限于本地的发展条件而受制于孤立发展的极限，避免区域内在

低层次的“旅游大战”中两败俱伤的后果；打破地方局限性，突破行政区域，

走区域旅游合作发展、整体开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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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大别山旅游产业定位 

8.2.1 旅游类型定位 

（1）地质科考旅游。以目前在建的大别山地质公园、天堂寨、鸡公山、灵

山、董寨、中国南北过渡带生态科普园、金兰山、连康山、金刚台、太白顶等

为重点，打造大别山地质旅游后起之秀和中国南北过渡带科考科普基地。 

（2）休闲度假旅游。以重点景区罗田天堂寨、英山吴家山、浠水三角山、

麻城龟峰山、大别山森林公园、大别山生态休闲公园、鸡公山、南湾湖、汤泉

池、黄柏山、铜山等景区为重点，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打造中国避暑胜地

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3）红色教育旅游。以红安、麻城革命遗迹遗址、黄麻起义旧址、鄂豫皖

根据地旧址、新县县城、将军故里、确山竹沟、杨靖宇旧居、邓颖超祖居、尤

太忠将军旧居、王大湾会议旧址等为重点，打造红色旅游王牌。 

（4）茶乡饮食文化旅游。以六安瓜片、茶文化博览园、净居寺生态茶园、

九华山茶园、南湾鱼、信阳鳖、固始鸡、华英鸭、信阳地锅饭、大别山珍等为

重点，打造中国著名茶乡和美食之乡。 

8.2.2 客源定位 

大别山旅游客源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单纯从地质旅游而言，主要客源为

地质旅游爱好者和地质科考工作者。但大别山的地质旅游同其它旅游是结合在

一起的，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同其它旅游资源的开发联在一起进行，因此，在

客源定位上主要从一般的客源来分析。这些客源主要是本地和周边省区客源，

近年来国际客源也不断增加。因此，客源定位是：立足本地客源，巩固周边客

源，发展全国客源，不断壮大入境客源。在客源定位的措施上采取周边六市联

动，对接三省都会城市，呼应京沪浙穗经济发展前沿区域，加强海外宣介和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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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产品定位 

立足资源特点，根据区域地质资源旅游的种类，发展以地质科考旅游为主，

同时进行生态旅游、红色旅游产品，商务会议旅游、休闲度假旅游。开展特种

旅游、民俗旅游、老区农村旅游。大力发展区域旅游商品生产。 

8.2.4 市场定位 

大力加强大别山地质旅游公园建设，整合现有地质旅游公园的市场定位，

突出地质特色和区域重点，实施地质旅游、红色旅游与绿色旅游的联动，形成

大别山旅游知名品牌，以此支撑和带动全区旅游的整体发展。积极融入中原城

市群建、武汉城市圈以及长三角大开发建设之中，使大别山成为中原旅游汇集

之地、成为武汉后花园，成为长三角旅游主要目的地。从地域差异来看，大别

山区 突出的特点是位于中国南北过渡带上，由此形成了这里山青、水秀、林

密、鸟多、气候宜人的自然生态环境，进而决定了这里作为山水休闲、度假避

暑、生态科考胜地的旅游功能。主要定位在生态休闲、山地度假胜地，全国著

名的红色旅游胜地的旅游市场上。同时，做好四大辅助旅游功能。以黄梅四祖

寺、五祖寺佛教古迹、灵山寺、净居寺等为重点的宗教旅游；以陈元光祠堂、

黄国故城遗址、潘国故城遗址等为依托的寻根旅游；以龙飞山、黄柏山、九华

山等为重点的乡村旅游；以六安瓜片、信阳毛尖、华英鸭、固始鸡等土特产品

为重点的购物旅游。 

8.3 地质旅游资源整合原则 

8.3.1 可持续发展原则 

地质旅游资源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其漫长的形成历史反映其具有不可再生

性和稀缺性特点。从长远利益考虑，保护它使其不受破坏是一项千秋万代的功

业。保护好地质旅游资源，应保护好资源背景环境，确定合理的环境容量，进

行环境质量监测。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开发、旅游项目建设等应按照有利于环

境和旅游资源保护的可持续原则，把生态旅游置于重要地位；培育良好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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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意识，倡导旅游者文明旅游；建立、健全旅游法规，加强旅游行业管理，

完善监督机制；严格贯彻“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方

针，正确处理好开发和保护的相互关系，实现旅游开发的“社会、经济、环境”

效益统一。 

在对旅游资源的开发、管理中，要遵循生态旅游所要求的“保护第一，开

发第二”的原则，实行开发与保护有机结合的策略。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是

相互对立又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保护是前提，只有保护好资源，才能长久

的开发利用；开发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只有通过合理的开发利用，才能让红色

资源发挥出应有的经济、文化、社会效益,使其得到更好的保护。因此,红色旅

游资源既要开发，更要保护。在开发中，要事先采取保护措施，使那些革命遗

迹、遗址等不可再生资源得到合理保护，开发要以不破坏景观为前提，只有这

样才能保持旅游资源得到可持续性的开发利用。 

8.3.2 整体性开发原则 

要突破各地方旅游功能区的限制，从整个旅游合作区域着眼，在更高层次

上划定旅游功能区，使各功能区的旅游功能更为合理，使分散在各地的旅游景

点通过整合，扩大规模，提高档次。在区域旅游功能区划分基础上，确定进一

步开发和建设的总体方案。 

8.3.3 优势互补原则 

优势互补，既是区域旅游整合的必要条件，又是区域旅游整合的重要内容。

不具备优势互补条件的地方，即使空间相邻，也没有合作的必要。优势互补既

可以在同质地方之间，也可以在异质地方之间。同质地方之间，可以利用共同

的优势，提高旅游层次，丰富旅游内容，避兔雷同。异质地方之间，可以取长

补短，互通有无。优势互补既可以强强合作，也可以强弱合作或弱弱合作。大

别山区内部各县市之间，山海互补，城乡互补，红绿互补，红古互补，有很大

的合作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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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分步推进原则 

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合不可一开始就贪大求全，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旅游业的发展是有一定生命周期的，因此大别山地质旅游的开发必须随时根据

市场动态调整方向，每一阶段的开发都应为后续的发展留出充足的空间，要有

先行项目（突破口、亮点）和长远项目（持续发展的动力）的组合，做到长计

划、短安排，根据操作过程中的大量不确定性因素进行灵活调整。要根据地质

旅游资源实际和开发现状，综合考虑，确定整合要点。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分

布推进。 

首先是旅游资源的共享和重组。在平等互利原则下，本着谁投入谁收益的

精神，将旅游资源看作区域的共有财富，鼓励具有资本优势、技术优势的地方

与具有资源优势、环境优势的地方整合，共同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开展跨地

区资源重组，形成新的更富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和更富有效益的旅游线路。 

其次是旅游产品的更新和开发。区域旅游整合可以在各地方原有旅游产品

的基础上，精选若干，加以改造，形成区域旅游精品，增加消费和游客逗留时

间。还可以利用区域旅游产品开发和设计的优势力量，充实旅游产品的文化内

涵，增加旅游产品的活动内容，乃至开发一些更新换代的产品，提高旅游产品

的吸引力和价值。 

第三是共同和相似旅游客源市场的开拓。以参加整合的若干地方或区域整

体为单位，开展市场调研、促销宣传，占领老市场更多份额，开拓新客源市场，

与各地自行其事相比，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利用合力，培育共同市场，可

以增加客源，提高市场档次。参加合作各方之间，取消不正常壁垒，互为客源

地和日的地，共同培育居民的旅游意识，相互宣传对方，提高出游率。在市场

开拓中按照平等原则进行，建立起平等伙伴关系。不存在谁指挥谁，谁服从谁

的问题。合作各方都要尽各自的义务，都要担负各自的责任，都要享受合作带

来的利益。互利既是原则，又是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制约着合作的运营，

使各方都有所收益，提高整个区域的旅游效益。没有利益，合作就没有吸引力。 

第四是旅游企业的共同经营管理。可以发挥一些地方旅游企业管理优势，

组建旅游管理公司，对另一些地方管理水平较低的企业进行直接管理，有利于

加强区域内旅游企业管理水平的规范化，快速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还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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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重组的方式，发挥一些地方的投资优势，促进相对落后地方的旅游企业发

展和升级，并逐步向资本经营过渡。 

第五是旅游大环境的营造。区域旅游整合对于综合性、关联性特别强的旅

游企业来说，十分有利于旅游大环境的共同营造。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建

设、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旅游教育等等，都可以集中优势力量，避免各

地孤军，营造区域旅游良性运行环境。 

8.4 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整合措施 

8.4.1 地质旅游规划整合 

大别山作为一个整体尽管被不同的行政区域分割，但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

中应以整体理念进行规划，在规划过程中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确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整合规划首先是政府行为，而且这不只是

政府旅游主管部门的事，应由政府领导亲自抓。非如此，不可能具备强有力的

协调能力，非行政区的区域旅游合作会过于松散乃至流于形式。各地政府领导

不仅要亲自参加区域旅游协作会议，而且要在自己的辖区内经常性地推动这一

工作。政府推动表现在出台政策，制订和修改有关地方性的旅游法规及其实施

细则，向区域合作倾斜。 

其次，建立大别山区域旅游资源整合机构。区域旅游资源整合，必须建立

高效和有一定权威性的合作机构。整合机构可以按照如图 8.1 的结构组建，以

国家的法律、法规为依据，由各地政府领导亲自担任合作机构的成员，由各地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领导担任合作机构下设办公机构的成员。整合机构要有完整

的合作章程，依法签订各种合作协议来保证合作行为。为了提高办事权威性，

各地政府应成立旅游管理委员会，赋予比旅游局更大的管理权限和范围，由各

地旅游管理委员会领导组成合作办公机构，则更利于协调各有关方面。 

第三，在规划中要明确资源整合区域、科学布局相关配套措施。加强大别

山地质旅游资源整合,主动融入中部区域旅游大环境和全国旅游发展大局之中，

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做好与周边城市的对接，共同打造大别山地质旅游精品线

路，如联合办交通的形式和联合旅游开发的形式。为消除旅游壁垒、实现无障



 

 172

碍旅游创造良好发展条件。地质旅游规划中应注重保护大别山优美的生态环境，

避免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情况。以地质旅游来支持红色旅游，以红

色旅游带动地质旅游，确保大别山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 

 

 

 

后，加强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积极挖掘极其深厚浓郁的大别山区的红

色、农业、生态、地质等旅游资源，协调各种关系，促进各产业相互关联，协

同发展。在制订大别山地质旅游发展规划时，突出大别山地质形成的特点和丰

富多彩的地质遗迹所产生的旅游资源的内在价值。 

8.4.2 旅游融资整合 

大别山区基础薄弱，开发投入相当巨大，若搞旅游完全“吃财政饭”肯定

是难以生存的。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这就需要进

行融资整合，大别山旅游融资整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融资渠道。

二是融资资金使用。多渠道筹措资金,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在保护的前提下开

发旅游资源。在政府投资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大别山地区可以探索资源和资本

国家法律依据 

整合区域的上级机构

区域旅游合作委员会 

区域旅游合作事务协调会 

旅游融资委员会 旅游运行委员会 协调委员会 

专家监督组 合作各方的

地方政府

图 8.1 跨界旅游资源整合机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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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合作的路子，大胆依靠民间投资，结合地质旅游资源自身的独特魅力，再

加上当地政府的积极运作，吸引了大笔外来资金的参与，将旅游资源转化成市

场优势，为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开发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平台。政府大胆创新，

筑巢引凤，借鸡生蛋，实行旅游资源“零转让”，大胆吸引民间资金开发旅游资

源，解决了旅游开发的资金瓶颈。民营资本的大举介入，不仅解决了大别山旅

游开发的资金问题，还更新了经营理念。例如，红安县天台山的“三权分离”

经营思路，即国家拥有资源、民间投入资本、专家负责管理，实现所有权、开

发权和管理权的三权分离，形成了资源和资本股份合作，实现了资源的市场化

运作，这对开发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的资金整合具有借鉴意义。 

在融资资金的使用方面，主要为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基础设施薄

弱、资金缺乏是制约大别山区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引导投资兴建如景区的

交通、停车场、住宿、饮食卫生等食、住、行、游、购、娱六大旅游要素[245]。

加快大别山区旅游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加强旅游“硬件”设施的建设，也需要不

断提升旅游“软件”服务的质量。在资金筹措上，也可以争取国家地质文物保

护、红色旅游、环保治理、各省生态示范工程、各省旅游发展等专项资金，争

取水利、交通包括公路“村村通”工程、扶贫等项目资金，更多地带上旅游业

的投入。加强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电信建设主要是不断优化和扩大通信网络，

提高景区景点电话、宽带普及率和服务水平。移动通信建设以扩容工程和新建

移动通信枢纽工程为重点，努力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扩大移动通信覆盖面。邮

政建设以高新技术装备和服务网络进景区为重点，提高网络现代化水平。优先

改善景区点的输电线路，确保旅游用电需求。 

8.4.3 地质景区整合 

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是难得的稀缺性资源，但单靠开发这些地质旅游资源

不能托起大别山这一品牌，必须坚持“资源互补，相互映衬”、“突出重点，显

示差异”的开发模式，注重把地质旅游资源和其它旅游资源统筹考虑，在充分

利用地质遗迹的基础上，开发地质旅游资源景区，以地质旅游资源塑造景观，

用红色旅游资源吸引人，用绿色旅游资源留住人，形成地质、红色、绿色资源

联动开发的组合优势，建设大别山旅游产业集群，在加快建设大别山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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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深入开发其它旅游风景区域，如整合红麻革命遗址旅游区，协同推进

东坡赤壁风景旅游区、黄梅戏曲禅宗文化旅游区、李时珍医药保健旅游区建设。

全面提升大别山旅游尤其是地质旅游的整体竞争力。加大市场化运作力度。用

工业化理念推动地质旅游产业发展，打破地区和行业封锁，鼓励各行各业、全

社会参与旅游开发、兴办旅游经济实体。加快推进旅游景点区（点）所有权、

经营权和管理权分离，推进景区经营企业化、景区运作市场化。 

在景区整合中按照资源相对集中、突出特色、相互补充、景点相通的原则

从一下几方面的景区进行整合。 

地质景点整合。大别山二十几亿年的漫长地质演化历史，频繁的岩浆活动，

多样的地质变迁，使之成为地球科学极为难得的教学研究基地。大别山的榴辉

岩带是全球规模 大、出露 完整的高压－超高压变质带的“根带”部分，令

世人瞩目。大别山的地质景观具有相对集中的特点，山地景观在各地都有分布,

但以湖北的天堂寨、吴家山、薄 峰、桃花冲景区、青苔关和安徽的白马寨山

地景观 具特色,观赏价值 高,成为六个主要风景区。优美的自然风光与丰富

的人文景观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基础，且气候适宜，冬暖夏凉，

宜游宜居，使大别山生态旅游区开发更具潜力，是适合开展避暑度假、旅游观

光以及会议旅游、科教、休养、健身、探险等活动的综合旅游区。大别山区域

内人文资源极为丰富。皋陶文化在这里发源，楚文化在这里成熟；这里遍布历

史遗存，古迹文韵；它是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青山、碧水、红土地的交

汇，古韵新风生态园的融合，使大别山地质景观展现出迷人的风采和魅力。 

红色旅游景点整合。大别山的红色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六安西部、信阳南

部和黄冈北部地区。六安市的金寨县、金安区、裕安区、霍山县和安庆市岳西

县就有 5 个景区,它们分别是: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皖西烈士陵园、独山革命

旧址群、红二十五军军政机构旧址、岳西县及金寨县红二十八军军部及重建旧

址。信阳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也有 5 个，它们分别是：新县鄂豫皖苏区首

府革命博物馆、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首府路和航空路革命旧址、商城县

金刚台红军洞群等、罗山县铁铺乡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黄冈市大别山红色旅

游区(点)有：麻城市烈士陵园，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罗

田县胜利烈士陵园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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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景点整合。生态旅游资源主要以森林为代表，这些森林植被主要分

布在湖北罗田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湖北英山吴家山森林公园、湖北英山桃花冲

森林公园、安徽天堂寨国家森林公园、舒城万佛山国家森林公园、霍山地小南岳

森林公园和岳西妙道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及河南南湾国家森林公园、新县金兰山

森林公园、江淮岭生态园和金刚台自然保护区、黄柏山森林公园等自然景观。其

中的安徽天堂寨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到 95.4%，在国内景区中仅次于张家

界，景区内建有索道、天街,一片“青山沉黛,风荡林海”的原始生态景色。 

水文景点整合。在水文景观上，大别山地区地河流景观分布也很密集,主要

分布在湖北英山县吴家山的龙潭河谷、樱桃沟和桃花冲的茅坪河谷、麒麟河谷

及天堂湖景区的天堂河；在皖西万山丛中,镶嵌着一串烟波浩渺、风景秀丽、气

势雄伟的“人造湖泊”，这就是著名的大别山区水库群——佛子岭、梅山、龙河

口、响洪甸和磨子潭五大水库。它与淠河、史河、杭埠河等干渠连为一体，纵

横交错，蜿蜒数百里，犹如玉带明珠。佛子岭水库大坝(位于霍山),是新中国第

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坝”；梅山水库大坝(位于金寨)，

是当时世界第一连拱高坝;龙河口水库大坝(位于舒城)，是当时世界第一人工土

石大坝,受到联合国大坝委员会的盛赞。目前梅山、佛子岭、龙湖口水库已开发

为旅游景区。梅山水库风景区主要景点有湖心岛、响山寺、风动石、梳妆台、

鸡冠石、悬剑山等。佛子岭水库省级风景名胜区有人工养獐岛、佛子岭漂流,

还有巨型睡美人、卧大佛等多处景点。龙河口水库则是万佛湖风景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有“华中第一谷之称”的龙潭河谷发源于大别山主峰南侧。峡谷幽深

险秀，溪流蜿蜒曲折，集“奇、险、幽、秀”于一谷。谷中九潭十八瀑，幽雅

绝俗；或飞流击石，喷珠溅玉，虹光万道；或穿山破岩，游若腾龙，挥洒自如；

或瀑泻深壑，似银河倾泻，美轮美奂。夹岸峭壁千仞，谷中奇石嶙峋，千姿百

态，鬼斧神工。信阳东部的汤泉池是大别山重要的水文旅游景区，可以纳入大

别山水文旅游规划之中。 

在资源整合的实现途径上，要充分利用政府与企业的力量。政府要当好拼

盘手，整合现有旅游资源，改变旅游景点分属不同的主管部门，出现多头管理、

各自为政、相互掣肘的局面。可以通过股份制改革，采取整体拍卖、出售、产

权置换，旅游景区、企业之间的联合与重组等方式把事业性质的景区（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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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市场经济的主体，让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自我发展；鼓励

各类旅游企业通过资本运营、管理合作等方式向规模化、专业化、集团化的方

向发展，壮大旅游市场主体；加快组建跨行业、具有较多管理人才和规模优势

的旅游企业集团或行业协会。区域旅游整合既是政府行为，由政府启动、支持

和参与，但经常性的具体合作必须通过企业行为来实现。各地之间的企业和行

业合作，是区域旅游合作的必要基础。政府应鼓励各地企业之间在人力、物力、

财力方面的相互渗透，在区域范围内开展企业联营、重组。 

8.4.4 地质旅游品牌整合 

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的整合过程中需要依托地质公园这样的旅游景区载

体，但是，前文分析过，目前在大别山区地质公园的建设已经有多处，景点分

散，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不强，因此，需要整合大别山品牌，创建大别山旅游精

品。在创建地质旅游品牌时也不能仅考“大别山”或“地质公园”这一品牌，

要把这些资源与周边的景区资源、民俗资源、农业资源统筹考虑，联动开发，

象南武当山风景区、东坡赤壁风景名胜区、大别山田园风光、民俗风情等，形

成组合优势，建设大别山旅游经济产业群。坚持市场导向、特色创新和精品带

动相结合的开发方向，通过多种途径筹集资金，加快地质、红色、绿色、古迹

旅游资源相互的融合，积极培育精品名牌景点，提升大别山旅游产品的整体竞

争优势，推出多项旅游产品[209]，如在信阳市，开发精品方面主要从大别山整体

出发，按照景区（点）规划和国家旅游区（点）质量特级标准，积极融于大别

山旅游资源中，实施旅游精品工程。全市旅游整体开发要突出“山、水、红、

生、地”五大方向，抓住“一个重点”，即重点发展休闲度假游；建成“三大支撑”，

即山水生态游、红色教育游、宗教信仰游，形成鲜明的大别山特征。 

在品牌整合方面要积极开发旅游节庆活动，以节造势，推动大别山旅游品

牌的创建。目前各地举办的节日活动，动作小，既形不成大的声势，也不利提

升大别山整体形象。大别山各区政府应牵头策划包装推出中国信阳茶叶节、六

安瓜片节、中国皋陶文化节、中国大别山红军文化节等新的大型旅游节庆活动，

与各地方联合举办黄芽茶文化节、万佛湖龙舟赛、亚洲铁人三项赛暨全国锦标

赛和旅游文化节、板栗文化节等节庆活动，以不同大方式推动推动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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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以“地质公园”、“红色之旅”为重点的旅游宣传促销力度，组团赴全国各

大城市及周边地区进行宣传推介，邀请中央媒体记者来进行大规模的采访活动，

继续积极参加各类旅游博览会和进一步办好各种行之有效的旅游节会，不断提

高大别山“红色之旅”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做好大别山旅游品牌的宣传，特别是应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统一做一些

旅游广告，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车站、地铁站等人员流动性大的地方

做好宣传和旅游推介活动，展示大别山无限美好的地质旅游风光。运用电子媒

介的形式在旅游网、大型门户网站、大型广场户外电视、移动电视上推介大别

山品牌。 

8.4.5 地质旅游线路整合 

前文提到，大别山的旅游产品定位主要是地质科考、休闲度假、生态观光

等旅游形式。在地质旅游线路设计方面，以大别山地质旅游区为主体，通过大

别山主峰天堂寨、薄 峰景区、天堂湖、以及吴家山（南武当）、桃花冲、浠水

三角山等景区的组合，形成大别山地质旅游的核心。本区以大别山地质公园、

罗田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吴家山（南武当）龙潭河谷风景区为重点，联动英

山县城温泉、长冲茶叶公园、毕升森林公园、桃花冲森林公园，浠水三角山、

斗方山、白莲河，蕲春太平山庄，团风大崎山风景区共同构建大别山生态旅游

经典景区。该区是大别山旅游发展的重要支撑。在生态旅游方面，把地质旅游

与绿色旅游结合，深度开发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英山吴家山、浠水三角山建

成 4A 级旅游区，英山桃花冲、浠水闻一多纪念馆、白莲河水库等景区。把大别

山建成全国知名的生态休闲、度假避暑胜地。 [256]。这些景点（景区）是形成大

别山地质旅游线路的核心，其它旅游线路都是以此为主要内容进行组合。 

地质旅游与红色旅游资源结合，形成红色—地质旅游线路。以红色带动地

质资源开发，以红色资源开发奠定地质资源建设基础。开发大别山红色资源，

突出大别山品牌，以“千里跃进，将军故乡”为主线，以红安为龙头，以国家

发改委、中宣部、国家旅游局命名列入百个经典景点的红安、麻城、罗田（胜

利）、英山（四个烈士陵园）为依托，整合大别山红色旅游资源。红安重点建设

红安七里坪长胜街、李先念故居、董必武故居、陂安南县遗址，麻城重点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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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马会馆，罗田重点开发胜利老街，英山重点开发段氏府、红二十八军诞生地，

浠水重点建设闻一多纪念馆，蕲春重点开发高山铺战斗遗址，黄梅重点开发红

十五军诞生地，武穴重点开发田镇红色渡口，黄州区重点开发陈潭秋故居和白潭

湖红色旅游区，团风重点开发建设烈士陵园、林育南故居。结合地质旅游资源的

开发，统筹把红安大别山烈士陵园、七里坪天台山、龟峰山建成 4A 级旅游区，

麻城烈士陵园建成 3A 级旅游区，把红安建成国内一流的红色旅游基地和重要革

命传统教育基地[246]。修缮境内的国家级、省级文物，合力打造“武汉--麻城--

红安--新县--信阳”、“合肥--六安--金寨--霍山--岳西--安庆”等精品旅游线

路，并统一行动，规范辖区内宾馆、饮食、导游等行业管理。 

在开发民俗旅游方面，把各种民俗旅游融于地质旅游产品之中。如根据旅

游产业链的构建要求，补充饮食、民俗类服务项目，提高旅游产品附加值和综

合吸引力。餐饮、购物、娱乐等是旅游六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旅游

附加值、旅游吸引力和旅游综合收益的重要途径。桐柏-大别山旅游区在这些方

面具有良好的开发条件。首先，颇具特色的餐饮已使“吃在信阳”成为大别山

区民俗特色，挖掘和丰富该区精美的饮食文化，推出水产系列、炖菜系列、元

鱼系列、大别山珍系列、固始农家饭等一系列特色菜系、菜肴和小吃,建设一批

品牌饭店,吸引人们来此休闲度假，应成为该区旅游产品开发的重要补充内容。

其次，别具一格的茶山风情，采茶、制茶的工艺流程，精彩的茶艺、茶道表演，

以及“从来佳茗似佳人”的品茗感受，都是极具吸引力和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

再次,豫风楚韵、丰富多彩的地方民俗文化，如民居、民歌、民舞、光州大鼓、

信阳皮影等,对游客同样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应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山乡特色和纯

朴民风前提下，开发豫南的歌舞、杂艺、婚俗表演、对山歌等参与性、娱乐性

项目[251]。  

根据地理区位特点，开发地方特色商品。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大力扶持开

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纪念品，形成大别山绿色生态、李时珍医药保健、

东坡文化、红色纪念品、武穴章水泉竹器、黄梅佛教文化六大商品系列。在黄

州区建设旅游商品一条街和展销中心，每年举办一次大型旅游商品展销活动；

在旅游中心城镇建成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特色旅游商店；景区在游客集中区设

立旅游商品销售网点；星级饭店设立旅游商品销售橱柜；在市区协助做好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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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街的建设，打造良好的购物环境和氛围。 

8.4.6 交通整合 

加快山区经济发展,区域间联系和协作必不可少。大别山区有着相似的自然

条件，自然资源及人文环境，因此加强区域协作和联系，共同开发区域内各种

资源，发挥区域优势,形成共同的大市场，对本区发展旅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区域间协作和联系的基础是交通，尽管大别山区域周边和内部又多条公路和铁

路贯通，但区域内部中省际、县际公路较少,根本不能满足区域间发展大旅游和

开展有效协作的要求。大别山区域共同大旅游市场的形成，是以提高区域间联

系通道为前提，特别是皖鄂两省,及皖鄂两省内部各县之间交通联系是形成区域

大市场的关键。开展大别山大旅游局面，其山区交通建设应统筹规划,协作发展,

鄂、豫、皖三省之间应加强合作,结合大别山经济发展特点和要求，制订中长期

交通规划，将大别山交通发展纳入一盘棋,避免各自为政,树立“大”交通的战

略思想。具体来说以 105、106、318 国道改建为重点,进一步提高金寨—麻城、

太湖—蕲春等公路等级，修通并改造天堂寨两边公路，共同开发天堂寨的旅游

资源。形成具有较强运输能力和运输效率的省际和县际公路网络系统,进一步提

高周边大动脉的辐射能力，促进大别山区经济一体化，变整个大别山为周边交

通大动脉的辐射区。 

在充分改变大别山区内部公路交通的前提下，加强区边铁路场站和港口码

头建设,对促进区域旅游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封闭保守是不能推动旅游发展的。

目前大别山区对外联系还主要依赖于公路，公路客货运输量各县普遍在 90%以

上,联系范围也主要是周边较大城市，如武汉、安庆、合肥、信阳等,联系范围

小,强度弱,旅游发展基本依靠自身的基础，对外商品贸易、经济、技术、资金

交流合作很少。由于公路运输在对外贸易中力量极其有限，因此依靠周边铁路

和长江水运的优势，带动大别山各区旅游发展。 

首先是铁路场站建设。铁路的修通和运营，可通过改变地区或地点的运输

可达性和旅游可达性而改善其旅游地理位置，从而使区位优势发生变化,可通达

更远的地区,使运距缩短,运时减少，运费降低,方便程度提高。同时可扩大区内

企业的市场和原、燃料地的来源范围，增强其竞争优势和地区的对外开放度
[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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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别山区，可在其边缘的铁路线上选择若干个城镇作为重点铁路场站建设基

地，如京九线上的麻城，合九线上的潜山,以及宁西(南京—西安)铁路上的叶集

等作为重点建设基地，提高铁路场站的技术水平和综合运输能力。其次是沿江

港口码头建设，提高港口技术水平，加大港口的客运能力，在西南湖北境内可

选择黄冈和小池口(实际是利用九江港)为重点，东南安徽境内目前还没有港口

可用，但可以利用稍远的安庆，建立通达江海的出口通道，利用水运优势，使

游客通过多种交通形式进得来，出得去，对接各种形式旅游。 

8.5 本章小结 

大别山区是地跨鄂豫皖三省交界的革命老区，该区地质旅游资源特别丰富。

本章以产业开发的视角分析了大别山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合的措施和对

策。认为在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整合开发过程中，应根据地质旅游资源形成的

过程和特点，按照区域地质构造的特色，做好区域旅游整体规划和统一布局，

根据大别山旅游资源和区位布局实际，大别山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采取以下战

略：在布局上采取：围绕核心，跨区组合，点轴推进，辐射全国；在资源整合

上采取：资源组合，差异原则，优势互补。在产品的促销上采取：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树立形象，培育精品。 

做好大别山旅游的定位，特别是类型定位、客源定位、产品定位和市场定

位。在产品定位上，立足资源特点，根据区域资源旅游的种类，发展地质旅游、

生态旅游、红色旅游产品，商务会议旅游、休闲度假旅游。开展特种旅游、民

俗旅游、老区农村旅游，大力发展区域旅游商品生产。在市场定位上，大力加

强大别山生态旅游区建设，实施地质资源、红色旅游与绿色旅游的联动，形成

大别山地质旅游知名品牌，以此支撑和带动全区旅游的整体发展。积极融入武

汉城市旅游圈，中原城市发展群和长三角发展经济区。提出了具体的整合措施，

主要有：树立整体观念做好大别山地质旅游规划；发挥多种优势，进行融资整

合；创建品牌，开发精品；加强地质旅游资源和其它旅游资源融合，加强旅游

产品整合、旅游交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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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结论及展望 

9.1 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对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合分析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1）在地质旅游资源整合过程中应以产业化的视角，运用产业学理论和产

业发展的举措进行切入，分析地质旅游资源整合的各种条件和主要措施。同时，

研究跨界地质旅游资源产业整合，必须考虑行政主导作用的因素，关注边界效

应作用下的各行政主体的利益关系，否则就难以保证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

合的有效推进。 

（2）本文在分析制约整合资源的各种因素的前提下分析了促进整合得以进

行的集中机制，主要是动力机制、合作机制和实施机制。三种机制相互独立，

又互相作用，共同推动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合的深入进行。 

（3）在跨界区域旅游产业布局过程中，应处理好区域的整体性与行政区划

的分割性、开发的阶段性与资源发展的可持续性、旅游产业的市场机制和社区

联动参与、政府主导与企业主体之间的关系。 

（4）发展跨界区域旅游业应以产业链价值的实现为基础，跨界区域地质旅

游资源整合也是以旅游产业链的构建及其实现为主要途径。由于跨界区域经济

基础较弱，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经济发展的起点较低，因此，跨界区域旅游资

源产业链应分为不同的层次和阶段：第一阶段以资源产业为先导，构建旅游产

业基础；第二阶段，按照关联原则，发展前后向关联旅游产业；第三阶段，根

据信息和科技化发展的要求，发展高技术旅游产业，跨界区域旅游业向纵深发

展。在具体构建大别山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产业发展中本文提出了规划整合、

融资整合、资源整合、品牌整合、产品整合和交通整合等措施。 

9.2 研究展望 

在写作过程种有如下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和进一步探讨： 

（1）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合的动因和投入的量化问题。本文主要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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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理论对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做了一般性的分析，具体到跨界

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合产业化整合的运作过程中需要分析多种因素的参与动因

以及投入量化得多少。动因分析在本文中整合机制的相关章节做了一定的说明，

但由于整合主体的多样以及整合动机不同，这种分析对如何启动整合并保持整

合行为持续进行具有重要作用。投入量化分析是产业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

由于跨界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主体以及整合制约因素的多样，难以用一个标准

把各种因素都量化成数据，因此，有些部分难以按照投入产出的原则进行解释。

若深入进行，可以就某一具体问题或者具体方面按照投入和产出的基本原理进

行分析，得出产业化整合的效果。 

（2）不同旅游区域的利益协调问题。在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合过程中

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现有主体的既得利益。如何进行协调各主体间得关系，保证

整合结果整体大于部分，从而使各部分都受益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本文

在相关章节提出了跨界旅游整合的利益协调问题，但是，由于各分区域产业水

平以及经济条件、市场化程度等的不同，这就需要对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关

系、利益要求的具体内容、利益分享的实现途径等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差

别化的深入探讨。进一步的研究工作还可以针对除地方政府、旅游企业等之外

的更多利益相关者展开，如目的地社区居民、来自不同行政区的旅游者的利益

诉求对于跨界旅游目的地整合发展的影响等，这些都值得特别关注；在研究方

法上可以更多的采用个案分析法和实验法等展开。 

（3）跨界区域地质旅游资源整合的动态评价分析。跨界区域旅游资源整合

发展是一个动态、渐进的过程，这必然导致其整合机制的建立、完善和具体的

运行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整合发展所面临的障碍与矛盾在其不同的发展阶

段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即使在跨界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关系形成以后，

竞争有可能仍然是区域旅游发展的主流，合作各方还应从战略的高度对区域旅

游合作的进程进行积极、有效地引导和调控。因此，如何进行整合的动态监测

或者过程评价是衡量区域旅游资源产业化整合成功与否的重要内容，在动态监

测和过程评价过程中需要建立相应的评价模型，这对分析评估地质旅游资源产

业化整合是否有效以及效果大小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是否继续进行整合或者进

行相应的整合调整具有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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