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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川休闲旅游资源丰富多彩!分布广泛" 但长期以来!四川休闲旅游目的地建设与发展高度集中于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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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危机!急待重构" 本文从灾后四川休闲旅游目的地重构的必要性分析入手!探讨其重构的可行性!进而提出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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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发展迅速$ %$$&年全

省旅游总收入达 '%(&)#'亿元"是全国第八个旅游总收

入突破千亿元的省份"更是全国唯一旅游收入 *+,比

重超过 -.的省份/01

$但 2%0%汶川大地震"使九寨沟&黄

龙&都江堰&青城山&卧龙大熊猫保护区''这一系列

世界级的旅游景点连缀而成的九黄环线顷刻间扭曲&

中断"都江堰&青城山&卧龙等景区遭受重创$更为严重

的是"地震造成的负面(放大效应)迅速扩散$ 在 2月&!

月这个往年的黄金季节里"四川旅游业几近陷于停滞$

仅直接经济损失就达 2"-亿元"有 #!0家景区&0#-"家

饭店&%3$家旅行社&%-#个旅游咨询服务中心&-%24个

旅游购物点&%$-2个自驾车服务设施以及数万家(农家

乐)受到损毁"因灾失去工作或面临收入困难的旅游直

接从业人员达 #!万人以上$ 旅游者信心遭到严重打

击"旅游市场降至冰点"旅游经济一度同比下滑 !2.

/%1$

如何迅速重建四川旅游业" 引起了政府高度重视

和学者的热烈讨论$四川省旅游局迅速制定出*汶川地

震灾后旅游业恢复重建规划+"计划用三年时间"投资

约 -$$亿"对严重受灾地区的旅游业进行恢复重建$有

学者提出了重建的方针,启动市场&震后营销&重新规

划&突出重点&阶段推进&文化重塑&探索新路/#1

-有的提

出了具体建议, 迅速恢复通往景区的交通道路等基础

设施-适当推动旅游企业的兼并重组"建立实力雄厚的

旅游集团" 进一步加大旅游品牌的对外宣传和促销的

力度"拓展地震主题旅游这个新的旅游增长点/"1

$ 这些

政府规划以及专家们的意见都主要针对严重受灾地区

旅游业的恢复重建$ 本文将以四川旅游的总体布局为

研究对象"根据地震带来的启示"综合考虑其他因素"

重构四川休闲旅游目的地"变川西一枝独秀为川西&川

南&川北三足鼎立$

一$灾后四川休闲旅游目的地重构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增强四川旅游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旅游业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产业" 它比其他产业更

容易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如5 地震&瘟疫&

社会动乱&恐怖活动&战争&政变&经济危机等等"都会

导致旅游活动的萧条和旅游业的停滞$如,四川灾区在

2%0%汶川大地震后旅游行业基本处于关闭和歇业状

态$ 统计数据显示,%$$-年 2&!&&&-月四川旅游总收

入分别比 %$$& 年同期下降 !")4. &"2. &%$)!.和

04)2.$ %$$-年 06-月"全省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外汇

收入分别比 %$$&年同期下降 2!)!7和 2!)'.$ 虽然在

此次地震中"九寨沟景区完好无损"但由于通往景区的

公路断裂受阻以及国家旅游局旅游禁令等原因" 本应

是旅游旺季的九寨沟景区内几乎没有游客$因此"重新

布局四川旅游业"不使其过度集中于川西强震带"将有

利于分散风险"提高四川旅游业整体抵御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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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利于四川休闲旅游资源的充分利用

四川是旅游资源大省$但%目前四川的旅游资源开

发利用很不平衡%高度集中于川西地区%尤其是九黄沿

线$ 据 !$$%年四川旅游统计%四川省全年游客接待量

主要由 &%个主要景区完成$ 全年接待人数达 "$万人

次以上的旅游景区几乎全部位于四川西部"峨眉山&乐

山大佛&西岭雪山&碧峰峡&都江堰&三星堆&九寨沟&青

城山&黄龙'$ 而川南&川北等地一直处于温冷状态%大

量优质旅游资源未得到充分&合理开发利用$ 同时%四

川的人文旅游资源开发也远远落后于自然旅游资源$

为此%我们应该调整布局%加大除九黄沿线以外的其他

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避免大量优质资源的闲置

和浪费$

"三'有利于四川休闲旅游体系的建立

一个良好的休闲旅游体系应该布局合理% 高中低

档兼顾%自然与人文有机结合$我们不仅要开发九黄沿

线以自然生态为主%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休闲旅

游目的地%还要有满足当地居民周末休闲的地方$休闲

旅游目的地不仅要有优美的自然山水% 还要注入文化

的魂$ 加大对川南&川北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深入挖

掘四川的巴蜀文化&三国文化&红色文化&酒文化&盐文

化&竹文化%有利于建立起布局合理&人文与自然更加

融合的休闲旅游体系$

"四'有利于四川旅游的和谐发展

四川省无论是(十五)期间的五大旅游区建设%还

是(十一五)期间的新五大旅游区建设%都显得过度集

中$ 尤其是(十五)期间建设的*峨眉山国际旅游区&大

九寨国际旅游区& 卧龙中华大熊猫生态旅游区& 都江

堰+青城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和三星堆古迹遗址文化旅

游区'五大旅游区%其总收入占 !$$'年全省旅游总收

入的 ""(%占全省旅游外汇总收入的 )*(

+',

$ 通过休闲

旅游目的地的重构%尤其是川南&川北休闲旅游目的地

的建设%必将减小集中度%促进四川旅游的和谐发展$

二!灾后四川休闲旅游目的地重构的可行性

*一'丰富多彩的休闲旅游资源打下坚实基础

如前所述%四川是旅游资源大省$ 现有世界遗产 '

处%列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网络-的自然保护区

-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处%有各类国家级旅

游资源 !'$多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座%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 !&座%中国最佳旅游城市 &座%还有独具特色

的巴蜀文化&三国文化&红色文化&酒文化&盐文化&竹

文化等+!,

$ 尤其是还处于温冷状态的川南和川北%也有

大量极具吸引力和开发潜力的优质资源% 如川南的蜀

南竹海&兴文石林%川渝黔生态金三角%恐龙文化&酒文

化&盐文化&竹文化&红色文化.川北的秦岭&大巴山&光

雾山&诺水河%以及巴蜀文化&三国文化&红色文化等

*详见图 &'$

*二'灾后恢复重建带来发展机遇

'.&!汶川大地震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过分集中

的四川旅游业% 进一步调整四川旅游发展布局已成共

识$这就为重新布局四川休闲旅游目的地带来契机$同

时% 受地震影响最大的川西旅游带正处于恢复重建阶

段%大量休闲人群急于寻找新的休闲旅游目的地%这为

川南& 川北休闲旅游目的地的兴起赢得了宝贵的发展

时间和空间$

*三'休闲时代的到来形成巨大市场

&))'年起% 中国人每年的法定休息日达 &&-天%

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闲暇中度过% 这一国家行为

表明我国已融入整个国际休闲文化$ 我国已开始进入

大众休闲旅游时代%!$$) 年国内旅游人数已达 &).$!

亿人次%其市场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

*四'交通条件的改善使游客心理距离大为缩减

长期制约川南& 川北旅游发展的交通条件已大为

改善$ 目前%除攀枝花市和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外%从

省会成都到市政府所在地基本在 -小时内% 市到县基

本在 !小时内+",

$从 !$$%年 &!月四川提出建设西部综

合交通枢纽战略以来% 全省建成和在建高速公路总里

程在全国各省/区&市0的排位由 1$$%年底的第 &!位升

至第 !位$ !$$)年双流机场年客运量达到 !!'$万人

次%位居全国第六+%,

$ 根据,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规

划-%到 !$!$年%四川铁路运营里程将达到 2$$$公里%

高速公路 21$$公里%民用机场达到 &%个%形成 &2条

铁路&1&条高速公里&两条水运航道的进出川通道%达

图 ! 川南!川北地区主要旅游景区分布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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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贯通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西部综合交通枢纽的

格局&%'

$这将极大的推动四川休闲旅游目的地的建设和

发展%大大缩短游客出游的心理距离$

三!灾后四川休闲旅游目的地的重构设想

!一"巩固川西%发展川南与川北%形成三足鼎立的

休闲旅游目的地

打破四川休闲旅游目的地高度集中在川西的局

面%是震后四川休闲旅游目的地重构的一个主导思想$

为此%在继续恢复重建%巩固川西休闲旅游目的地的同

时%大力发展川南与川北%开创四川休闲旅游目的地三

足鼎立的新时代$

川西休闲旅游目的地已成为世界级休闲旅游目的

地%极具号召力和影响力%应巩固这来之不易的成果%

持续发展下去$

拥有丰富休闲旅游资源%并有一定基础的川南&川

北%应利用重构的大好时机%加大开发力度%使之迅速

崛起%成为四川新兴的休闲旅游目的地$ 其中%川南的

蜀南竹海&兴文石林%川渝黔生态金三角%川北的秦岭&

大巴山&光雾山&诺水河等将成为重点打造区域$

!二"培育区域休闲中心%点线面结合%形成网络式

的休闲旅游目的地

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依托%以高速公路为纽带%以重

点景区为支撑%点线面结合%形成方便快捷的休闲旅游

目的地网络$如'川南旅游区%应以乐山&自贡&宜宾&泸

州作为旅游组织中心%以乐山大佛&峨眉山&蜀南竹海&

福宝&恐龙博物馆等为拳头%以乐宜高速&成自泸赤高

速&内宜高速等为纽带%建设川南休闲旅游精品环线$

!三"综合开发%人文与自然融合%形成多功能的休

闲旅游目的地

充分利用各种休闲旅游资源% 是震后四川休闲旅

游目的地重构的又一重要任务$长期以来%四川休闲旅

游目的地的开发建设都有重自然%轻人文的现象%不仅

造成大量优质资源的闲置% 也不利于满足休闲旅游者

的多样化需求$ 为此% 应在休闲旅游目的地开发建设

中%加大文化旅游资源的挖掘力度%给休闲旅游目的地

注入文化之魂$ 如'川南地区可开发红色文化旅游&古

镇旅游!李庄等"&恐龙文化&盐文化旅游!自贡"&酒文

化之旅!宜宾&泸州"&工业旅游!五粮液&国宝窖池等"%

从而形成多功能的休闲旅游目的地% 满足不同游客的

需求$

!四"高中低档结合%构筑多层次的休闲旅游目的

地体系

满足庞大而日益增长的国内休闲人群的需要%也

是震后四川休闲旅游目的地重构的任务$ 面对如此庞

大而层次多样的休闲人群% 我们不仅要建设世界级的

休闲旅游目的地% 还要建立满足当地居民周末休闲的

目的地$ 从而形成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市

县级多层休闲旅游目的地体系% 消费者可根据自己的

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自由选择% 也使得各等次的休闲

旅游资源物尽其用$ 如'川南地区的自贡%不仅要建设

恐龙王国公园&中国彩灯大世界&中国盐文化博览园等

世界级的休闲旅游目的地% 还要建设供当地市民周末

休闲的环城市乡村度假旅游带&('

$

!五"增强川西&川南&川北休闲旅游目的地重构中

的互动与协调

如前所述%川西&川南&川北休闲旅游目的地的建

设%是为了改变过去一枝独秀的局面%开创三足鼎立的

新时代$这三个区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应统一规

划%整体营销%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共塑美好四川新形

象$这三个区域%无论是空间位置%还是资源类型&发展

阶段%都有很强的互补性%应共谋发展%实现多赢%促进

四川旅游又好又快发展$从空间上看%它们分属四川的

西部&北部和南部地区)从主导资源看%西部以原生态&

自然旅游资源为主%而北部地区则以三国文化&红色文

化以及秦岭大巴山形成的优美自然环境为主% 南部则

以独特的酒文化&盐文化&竹文化&佛文化&恐龙文化辅

以南部盆周山地的自然风光)从发展阶段看%川西最成

熟%知名度也最高%各种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其次是川

南%发展最晚的是川北$因此%在发展中%应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 突出区域特色% 构成完美的四川休闲旅游体

系$ 如'可充分发挥西部的辐射带动作用%将更多的境

内外客人吸引到四川%然后再向川南&川北扩散$川南&

川北则在空间上&内容上与川西形成完美的配合$而不

断完善的四川旅游交通网络% 特别是高速公路干线建

设!图 !"%使这种互动与协调变得更加便捷&可行$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汶川大地震给四川旅游业带来巨大

损失与破坏%但也给我们以新的启示和新的发展机遇+从

四川旅游的总体布局和产品结构看% 地震暴露出的主要

问题是'四川旅游目的地布局过于集中!高度集中于川西

地震带")旅游产品过于单一!以自然观光产品为主"+ 布

局的过分集中和产品的单一均造成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的局面+ 为此%急需重构四川休闲旅游目的地体系+

现在% 重构四川休闲旅游目的地也迎来了良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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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四川高速公路网络规划图

机遇! 进一步分散四川休闲旅游目的地已得到许多人

的认同" 严重受灾地区恢复重建为其他地区创造了发

展的时间和空间"四川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不断改善

的交通为重构打下坚实基础" 迅速发展的休闲旅游市

场成为重构的巨大推力$

四川休闲旅游目的地重构的目标! 构建一个布局

合理% 层次多样% 自然人文融合的休闲旅游目的地体

系%促进四川休闲旅游又好又快的发展$ 为此%首先要

使四川休闲旅游目的地适度分散% 改变川西一枝独秀

的局面%创设川西&川南&川北三足鼎立的新时代$ 其

次%要充分利用四川的人文旅游资源%开发出以自然生

态为依托%以文化为魂的休闲旅游产品$ 第三%要满足

不同消费人群的需求%建立不同层次的目的地体系$最

后%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依托%以高速公路为纽带%以重

点景区为支撑%点线面结合%形成方便快捷的休闲旅游

目的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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