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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旅游资源整合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 各地

区的旅游要素相互吸引$凝聚$协同$融合#进行系统化

的调整$充足$优化#实现区域内不同开发主体之间的

互动#提高资源有效配置#优势互补#构建一个具有较

强竞争力的旅游地域综合体E?F

% 国内专家$学者对区域

旅游整合发展演化模式$京津冀区域旅游发展$长三角

旅游联动开发$泛珠三角旅游资源整合$东北区域旅游

发展等区域旅游资源整合联动开发的理论和实例展开

了研究# 形成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的成

果% 而川黔渝结合部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地理位置相

近#资源类型既相似又互补#具有较高的开发前景和较

好的资源整合基础% 从理论和应用相结合的角度#学

者$ 研究员首次提出整合川黔渝结合部旅游资源打造

川黔渝&旅游金三角'已近十年#但受行政区划$地方利

益博弈等因素影响# 该区域的旅游资源并未得到充分

整合利用%

母泽亮的E;F研究地域覆盖四川$重庆$贵州$云南 G

省 ?市# 侧重于对旅游资源和联合开发的前景进行分

析#从宏观层面提出了旅游联合开发的对策(邱继勤EGF

侧重从区域旅游联动开发的理论角度对川黔渝三角旅

游区进行研究# 对区域旅游联动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进行了简要分析# 概要式提出了川黔渝旅游联动开

发的建议(邓志强EDF侧重于从打造红色旅游产业集群角

度研究川黔渝旅游资源整合#其研究地域范围为巴中$

广安$重庆市区$雅安$遵义#对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历史

文化研究较少(朱E=F以资源同质化明显的川黔渝结合

部地区如何整合资源$扬长避短$错位发展做了论述#

侧重于以川黔渝结合部地区为案例分析同一区域同质

化旅游资源开发模式%

本文论述的川黔渝&旅游金三角'是按照区域旅游

整合的模式# 对川黔渝结合部 <个地级市旅游资源的

有效整合而形成一体化的旅游发展区# 其地域覆盖面

扩大到宜宾$永川$万盛$遵义市区#研究地域范围更

广#区域内旅游资源更丰富$互补性更强(拟就川黔渝

&旅游金三角'的范围作界定#对区域内的旅游资源概

貌和旅游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对其较

为详尽的区域旅游整合开发对策%

一'川黔渝!旅游金三角"概貌

!一"范围界定

川黔渝旅游&金三角'位于四川$贵州$重庆结合

部#由核心区域和扩展区域组成#其核心区为泸州市合

江县$古蔺县#遵义市赤水市$习水市#重庆市江津区(

其扩展区域为泸州市除古蔺$合江外的其他区县#宜宾

市区及江安县$长宁县$兴文县#遵义市区及仁怀市#重

庆市永川区$万盛区%

!二"概貌

川黔渝&旅游金三角'横跨 ;省 ?市#总面积近三

万平方公里% 区域内有重庆江津四面山#万盛黑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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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四洞沟$十丈洞%习水国家生态示范区%仁怀茅台

酒镇%遵义会议旧址%泸州老窖国宝窖池群%合江佛宝

原始森林%古蔺黄荆老林$兴文石海洞乡$长宁蜀南竹

海$宜宾五粮液十里酒城等重点旅游区%旅游资源十分

丰富%景区&景点'分布密集$类型多样(

川黔渝)旅游金三角*内的景区&景点'按资源类型

可分为以水光山色+流泉飞瀑$生物景观为主的自然类

旅游景区%如十丈洞$四面山$蜀南竹海$黄荆老林,以

历史遗迹$民族风情为主的人文类旅游景区%如李庄古

镇$佛宝古镇$太平古镇$夕佳山古民居$遵义会议旧

址,以工业旅游$观光农业旅游为代表的社会类旅游景

区%如五粮液酒城$泸州老窖旅游区$郎酒名酒名镇$茅

台酒镇$张坝桂圆林-

&三'资源类型及分布

区域内 $"个主要风景旅游区中国家级重点风景

旅游名胜区 %个% 占总数的 !&',%(级景区 $$个%占

总数的 ")',按资源类型分%自然类景区 )个%占总数

的 &"'%人文类景区 %个%占总数的 *&'%社会类景区

+个%占总数的 $)',按景观类型分%以森林$瀑布$山

水景观为主的景区占 &"'%其他景观占 %%'

!

-

从地理分布来看%自然类景观遍布整个区域%基本

形成一轴&万盛黑山谷.江津四面山.合江佛宝.贵州

赤水.长宁竹海' 布局% 人文类旅游景区沿遵义.仁

怀.古蔺.叙永.江安.宜宾.泸州.永川.合江.

习水.遵义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半月*%社会类旅游资

源&主要是名酒文化旅游资源'呈宜宾&五粮液'+泸州

&泸州老窖+郎酒'+遵义&茅台'三角分布-

&四'开发利用现状

受经济发展状况+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政府主导

思想+企业市场行为等多重因素影响%区域内旅游资源

开发总体处于初级阶段%目前仅有赤水&含四洞沟+十

丈洞等'+蜀南竹海+石海洞乡+四面山+遵义会议旧址

等景区相对成熟%佛宝原始森林+黄荆老林+习水旅游

区等景区开发处在起步阶段%叙永丹山+画稿溪等景区

开发依然迟滞-

因各大景区所属行政区域不同%受行政区划+地方

利益博弈等因素影响% 各景区开发利用和旅游文化活

动开展存在各自为营+各行其道+互相争夺客源现象%

一定程度上造成内耗%制约了区域旅游产业整体腾飞-

二!区域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及资源整合的可行性

&一'区域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资源类型同质%产品替代性强- 区域内旅游资源

以自然资源为主%比重超过 &-'%其次是人文资源和社

会资源-各主要景区中%以山水+森林+瀑布+丹霞+桫椤

群景观为主的景区比例超过 #-'% 红色文化旅游资源

占比也较高%区域旅游资源同质化问题较为突出%可替

代性强%且区位靠近+类型相似+产品雷同%存在较大竞

争关系-

*,资源开发滞后%资源整合不够- 川黔渝结合部地

区地处西部%多为山区或丘陵地貌%经济发展水平低%

自我投资能力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资源开发利

用不足%行政区划跨省+市造成资源整合难度较大%未

能有效整合区域内部资源打造精品景区% 全国重点旅

游区数量少%景区基础设施条件差%旅游产品单一%综

合接待能力较低-

+,目标市场趋同%内部竞争激烈- 由于川黔渝结合

部地区地理位置相近%资源禀赋相似%不得不面临趋同

化的市场%一是客源地趋同%均以成都+重庆+贵阳及周

边区域为主要客源地,二是客源群体趋同%均以都市度

假休闲游客户群为游客主体- 在未有效整合区域旅游

资源%建立和完善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机制+利益分配机

制情况下%为争夺市场和客源展开竞争在所难免-

.,合作层次不高%实质合作不多- 官方+学者初步

提出建设川黔渝旅游"金三角*的基本概念已近十年%

有学者就如何整合区域资源共建一体化旅游区展开了

少量研究% 相关市县区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有一些

初步合作%但就如何整合资源+塑造区域旅游品牌+推

动涉旅项目建设全面对接和调整利益分配等方面开展

的实质性合作极少-目前%川黔渝结合部地区旅游产业

合作大多属于单个企业与企业之间出于业务发展和利

益需要而展开的小规模+低层次+随意性的合作-

#,设施建设滞后%瓶颈制约严重- 区域内叙永+古

蔺+合江+赤水+习水等旅游集散小城市&景区'未通高

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在各主要景区中%仅有蜀南竹

海+石海洞乡+重庆野生动物世界等少数景区建设了旅

游快速通道%赤水旅游区+古蔺原始森林风景区+合江

佛宝旅游区+习水旅游区等景区公路等级低+路况差%

严重制约了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此外%景区旅游项目包装不够%产品开发不足%宾

馆酒店+餐饮+旅游用品商店+娱乐休闲场馆+会议展览

设施等涉旅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也使景区综合接待能

力受到极大制约-

&二'构建川黔渝"旅游金三角*的可行性分析

$,旅游资源体系完整- 区域内以赤水四洞沟+长宁

蜀南竹海+兴文石海洞乡+江津四面山+万盛黑山谷等

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型景区,以遵义会议旧址+聂荣臻元

)/



!"#$年 $%月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帅陈列馆# 古蔺县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博物馆为代表的

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以五粮液十里酒城#茅台酒镇#泸

州老窖国宝窖池群# 郎酒%二郎镇名酒名镇为代表的

名酒文化旅游资源$以夕佳山古民居#太平古镇#尧坝

古镇# 佛宝古镇等为代表的古镇旅游资源及民族民俗

文化旅游#工业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景区门类齐全#体

系完整&具有较大的开发利用价值&为整合区域资源&

打造精品旅游线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基础设施突飞猛进(目前&交通是制约)金三角*地

区旅游资源有效整合的重要瓶颈&但随着川黔高速纳黔

段+宜!宾"泸!州"渝!江津"高速#成自泸赤高速#遵!义"

赤!水"高速#宜!宾"习!水"等干线高速公路的建设&川

黔渝地区对外交通条件将得到全面改观&为川黔渝结合

部地区旅游产业大开发#大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资源整合空间巨大( 川黔渝结合部地区旅游资

源十分丰富#聚集度较高&其生态旅游#红色文化旅游#

名酒文化旅游三大旅游资源景多质优&经过优化整合&

能有效转化为名气大# 品位高的旅游产品和精品旅游

线路&如整合五粮液#茅台#泸州老窖#郎酒旅游资源&

即可开发以名酒文化为主题的 )中国白酒金三角之

旅*&成为国内乃至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以酒文化为主题

的精品旅游线路(

(&市场开发前景广阔( 旅游产业是朝阳产业和无

烟产业(川黔渝结合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周边聚集了

成都#重庆#贵阳等大城市&旅游客源地广#人多(

三!构建川黔渝"旅游金三角#的对策

!一"建立区域旅游发展协调机制

$&合理利益分配机制( 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和行政

区依然是区域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组织单元& 地方利

益成为各地区发展的主要动力( 区域之间的利益分配

不合理不仅严重影响利益流失地区参与旅游合作的积

极性&出于追求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需要&各地区也

会竞相发展预期收益丰厚的旅游产品或旅游项目&从

而使区域旅游产品趋同化& 这极大地制约了区域旅游

的协调发展)*+

(

川黔渝)旅游金三角*跨 !省 #市&涉及多个行政

区域&要促成区域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必须建立与旅

游资源共享和以旅游产业合作为主体的区域经济一体

化合作相对应的投资%开发%利益共享机制& 合理分

配合作开发旅游产品的收益& 以实现旅游资源的可开

发利用),+

( 如可建立游客资源信息互通或共享机制&共

同争取#分享进入)金三角*内的游客资源(如游客到赤

水旅游后&赤水旅游企业可向其推荐周边古蔺#合江#

江津#泸州#习水等地旅游景点&供游客选择&根据游客

意愿安排游览行程外景区!景点"(

!&建立旅游组织协调机构( 跨行政区域情况下的

以地方利益为重和条块分隔的地方体制下& 只有建立

职能化的旅游组织协调机构& 负责统筹规划# 联系沟

通#信息服务#政策法规咨询等方面的工作&才能推动

和引导区域旅游合作实质性开展),+

(可考虑建立由政府

主导的),'-'-川黔渝)旅游金三角*旅游产业一体化发

展联盟*

!和由企业主导的)川黔渝,旅游金三角-旅游

行业协会*&以充分整合区域内政府#市场两方面力量&

共同推进区域旅游产业协调发展(

!二"优化区域旅游空间布局

$&一轴一环的旅游景区布局( )金三角*区域旅游

一体化建设可以区域干线公路建设为支撑&以宜宾!五

粮液酒城"%长宁!蜀南竹海"%赤水!四洞沟#十丈洞"

%合江!佛宝"%江津!四面山"%万盛!黑山谷"为旅游

发展轴&以泸州!泸州老窖国宝窖池群"%永川!野生动

物世界"%江津 !四面山# 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万盛

!黑山谷"%遵义!遵义会议旧址"%仁怀!茅台酒镇"%

古蔺!黄荆老林#太平古镇"%叙永!画稿溪#丹山"%兴

文!石海洞乡"%宜宾!五粮液酒城"%李庄古镇%泸州

!方山"旅游为环线&形成)一轴一环*旅游景区!城镇"

布局体系(

!&一中心四节点的旅游依托城镇体系(旅游节点的

优化布局是区域旅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可以泸

州为区域旅游组织中心&宜宾!泸州"#江津!重庆"#遵

义#叙永为四川#重庆#贵阳#毕节方向游客进入旅游区

的节点城市&泸州#宜宾#遵义#重庆为重要的综合性旅

游消费中心&古蔺!酒文化"#赤水!生态文化"#长宁!竹

文化"#仁怀!酒文化"为休闲度假主题小城市&并建立

以旅游景区所在地重点集镇为补充的旅游城镇体系(

!三"构建川黔渝)旅游金三角*品牌

$&品牌重铸&塑造旅游品牌新形象( 旅游品牌是一

个区域旅游的形象&其特征具有唯一性#独特性和不可

模仿性(区域旅游产品的品牌整合&就是在充分挖掘产

品生产者的核心实力# 深入了解产品消费者价值取向

的基础上& 努力寻找两者之间的交集并合理配置或重

组生产资源&以发现或重塑品牌的过程),+

( 川黔渝区域

旅游一体化发展应依托本地区生态资源优势& 利用红

军长征四渡赤水主战场红色文化优势和名酒聚集的优

势&重点培育打造生态旅游名片#红色文化旅游名片和

名酒文化旅游名片(

!&形象重塑&打造精品旅游景区(旅游区的品牌和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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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整合有利于增强区域旅游吸引力! 促进旅游者的认

知"区域旅游形象是旅游目的地的产品和服务在人们心

目中形成的总体影响和评价$%&

" 川黔渝#旅游金三角$区

域旅游形象设计应通过对川黔渝结合部地区区域历史

文化%自然资源的全面分析!突出地域特征及其所代表

的文化内涵! 并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有别于其他旅游区!

易识别%易记忆%易传播!具有感染力!集宣传口号%视觉

特征%行为涉及为一体的完整的区域旅游形象系统$"&

"

'(营销整合!宣传推广打组合拳" 川黔渝结合部地

区地域相连%资源共生%产品互补!并互为客源市场%目

标市场%竞争市场!且受行政区划限制和地方利益博弈

影响!各地旅游营销策略%营销手段各不相同!没有树

立一致性的对外形象"打造川黔渝&旅游金三角$!可建

立川黔渝&旅游金三角$品牌推广和市场营销联盟!研

究确定区域旅游形象!并进行营销传播%品牌建设%市

场开拓!充分整合区域内旅游资源!有针对性地推出适

合目标客源群体的旅游套餐! 以延长游客在区域内旅

游时间和游览线路!实现捆绑销售' 同时!可以川黔渝

&旅游金三角$的名义!利用报纸%电视%网络%手机报等

媒体和户外广告%街头宣传等进行促销$)&

!适时根据市

场变化推出相应旅游套餐"

(四)产品整合!打造精品旅游线路

目前! 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开发的旅游线路与产品

较为普遍! 而基于区域联合的跨区域精品旅游线路与

叫得响的旅游品牌为数不多! 这一状况很难满足旅游

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 因为区域旅游品牌是区域内自

然与人文旅游资源+旅游产品%旅游线路的集合$*+&

" 因

此! 区域旅游合作要依靠旅游精品项目的共建与打造

来推动! 要使旅游精品项目成为整合区域旅游资源的

有效载体和最佳平台!并通过资源共享与品牌共建!将

资源优势互补关系转换为产品优势和产业优势$,,&

"

川黔渝精品旅游建设应突出地域优势!线路设计应

充分注重整合区域内优势资源! 延伸旅游景区链条!从

提高旅游景区综合接待水平%旅游综合服务水平%营销

与创新等方面入手!在统一的旅游形象%品牌统领下!分

主题打造和推广川黔渝特色旅游项目和资源组合"

,(打造&川黔渝生态旅游环线$" 在区域旅游资源

优化组合中!可以原始森林群落%瀑布群%丹霞地貌群

落为依托!针对都市人群打造以回归自然%畅享天然氧

吧%看山观瀑为主体的生态休闲度假旅游线路"核心区

域内形成以赤水(四洞沟%十丈洞),古蔺(黄荆),习

水(习水国家森林公园),江津(四面山),合江(佛宝)

生态旅游环线-拓展区域形成长宁(蜀南竹海),叙永

(丹山%画稿溪),古蔺(黄荆),习水(习水国家森林公

园),万盛(黑山谷),江津(四面山),泸州(方山)生

态旅游环线*

-(打造&红色文化精品旅游线$* 以红军长征四渡

赤水和遵义会议为红色文化旅游主要营销点! 有效整

合遵义会议旧址,仁怀四渡赤水纪念地,中国工农红

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 土城陈列馆,泸州起义纪

念地等红色文化旅游资源! 重点面向学生群体设计包

装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旅游套餐 $,!&

!打造一条红

色文化精品旅游线路*

'(打造&中国白酒金三角,,,名酒文化体验游环

线$*可充分整合&茅台酒镇$%五粮液&十里酒城$%泸州

老窖&国宝窖池群$%郎酒名酒名镇%古蔺酒街%&美酒

河$景区等以酒为主题的旅游资源!突出赤水河美酒河

优势!打造一条以参观体验%运动休闲%商务考察为主

题的中国名酒文化旅游精品线路*

./打造旅游套餐* 在推荐川黔渝&旅游金三角$原

生态旅游精品线%四渡赤水红色文化精品旅游线%名酒

文化精品旅游线基础上!整合泸州%宜宾%遵义%江津等

地区旅行社资源! 打造 '!0家国内知名的大型旅游企

业! 由其根据不同客源市场的需求设计包装多条精品

旅游线路!采取套餐套票优惠形式运营$,'&

!实现景区互

融!资源共用!利益共享$,.&

*

(五)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区域干线通道建设* 加快宜宾,兴文,叙

永,古蔺,仁怀高速公路!泸州,赤水,仁怀高速公路

建设! 尽快形成宜宾,泸州,重庆,遵义,仁怀,古

蔺,叙永,宜宾金三角高速公路环线- 建设长宁,江

安,纳溪,泸州,合江,赤水,习水,古蔺旅游公路!

建设合江,佛宝,四面山,万盛旅游公路!建设赤水,

黄荆,古蔺旅游公路!建设兴文,叙永(丹山%画稿溪)

,古蔺桂花,黄荆,红龙湖,古蔺旅游公路!尽快打通

区域内旅游快速通道!实现区域旅游景区无障碍互通*

加快铁路%机场等设施建设* 目前!可以宜宾%遵

义%重庆为铁路中转站!承担进出旅游区的重要平台!

远期可将泸州打造为铁路客运换乘中心- 加快建设隆

昌,泸州,黄維(贵州)客货双线铁路!叙永,大村(古

蔺)铁路升级为国铁!级并延长至仁怀!新规划建设泸

州,赤水,仁怀,遵义铁路! 实现区域内重要旅游城

市全部通达铁路客运*加快泸州机场%宜宾机场迁建工

作! 将两地机场定位为旅游机场! 增开到国内各大城

市%重点旅游城市航线!以打造快捷的空中旅游航线*

-(加强景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蜀南竹海%兴

彭祖平等.区域整合模式下川黔渝&旅游金三角$开发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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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石海洞乡#赤水旅游区#江津四面山#万盛黑山谷等较

为成熟景区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其综合接待水

平$将其培育成为区域内的旅游拳头产品&$'(

%重点加强区

域内黄荆老林#佛宝原始森林#叙永丹山风景区#叙永画

稿溪风景区#习水三岔河风景区#泸州方山风景区#江安

夕佳山古民居#古蔺太平古镇红色文化旅游区#二郎镇

名酒文化旅游区等开发滞后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进出景区旅游通道#景区内旅游道路#宾馆酒店#娱乐休

闲设施建设%加快新景点打造$培育区域旅游新亮点$延

伸区域旅游景区链条$做大做强区域旅游&

四!结语

川黔渝结合部地区资源富集$ 交通基础设施日臻

完善$景区开发不断加快$旅游综合接待能力在不断提

高$但要建设一个协调发展的一体化旅游协作区$实现

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体起飞$ 还要经过长期的

探索和建设&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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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黔渝"旅游金三角%旅游产业一体化发展联

盟%指由泸州&宜宾&遵义和永川&江津&万盛 #个城市旅游部

门牵头成立的以区域旅游产业一体化发展为目标'统筹协调

区域旅游发展相关问题的非正式议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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