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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研究背景

旅游化的概念起源于西方。随着西方国家逐

渐进入大众享乐消费时代，人们对旅游的需求也随

之旺盛。旅游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

成为后现代城市建设研究的主题。旅游发展推动

了社会和经济的改变，使人们生活的社会逐渐成为

一个“景观社会”，旅游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１］１９８３年，加拿大学者 Ｂ．Ｙｏｕｎｇ首次提
出“旅游化”一词，用来表达旅游发展对人们生活及

社会发展的影响。［２］此后，比利时学者 Ｖ．Ｍ．Ｊａｎｓｅｎ
对旅游化进行了定义，即各类事物在旅游活动的影

响下发生变化的过程。［３］由旅游活动所造成的社

会、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可以称之为旅游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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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旅游业在居民生活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旅游化

的进程将会形成一种新的影响我国区域均衡发展

的重要因素。我国旅游业起步较晚，直至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才开始出现旅游化研究。曾斌平认为要实
现生活用品旅游化；［４］王玉田认为我国已形成客运

旅游化趋势；［５］吴立平研究了镇江的旅游发展策

略；［６］史彦雍研究了旅游化进程中历史古城景观的

变迁；［７］张继涛研究了旅游化进程中的乡村变

迁；［８］刘德鹏研究了民族文化的旅游化发展；［９］王

新越等人对省域旅游化水平进行了测度。［１０］纵观

我国学术界对旅游化的研究可以发现：旅游化在我

国是一种推动区域发展的新策略，这种策略根据发

展程度的不同极易造成区域发展的差异，进而加剧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以来国家提出的战略任务之一。武陵

山片区（本研究中的武陵山片区是指湖南、湖北、贵

州、重庆四省交界处共７１个县市所辖区域）是率先
开展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工作的连片集中特

困区，其区域定位是未来国际旅游胜地和中国生态

绿心。作为重点扶贫地区，旅游产业是推动武陵山

片区内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并成为区内７１县市
收入的主要来源。旅游业作为其重点脱贫产业，已

呈现出以旅游业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趋势。目前，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

态与中国旅游常态所形成的态势差，使得大量的资

本和技术不断进入旅游产业，推动了我国空间域、

要素域、产业域和管理域的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全

域旅游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武陵山片区将吸引

更多的资本和技术，推动片区全域旅游的发展。武

陵山片区具有自然功能与经济社会基础水平同质

的区域特点，不同区域间的自然功能和经济发展水

平又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会影响资本和技术的

投入，进而影响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发展所形

成的区域经济社会改变可以用旅游化程度来体现。

研究区域旅游化水平差异，科学审视片区内各县市

旅游业的发展，揭示片区内各县市区的差异规律，

对实现片区内旅游资源整合、合理规划片区旅游开

发、建设片区特色旅游景点、促进片区全域旅游发

展均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武陵

山片区是重点扶贫区，对其实施的加快经济发展、

缩小发展差距、消除贫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种

种举措，也将为其他连片特困区的发展提供

参考。［１１］

　　二　武陵山片区旅游化水平的评价方法

（一）旅游化水平测度方法

１．评价指标的选择
“旅游化”表现了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社会

和环境的综合变化。在参考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

上，本文从经济、社会和环境３个角度，选取６个指
标，即区域旅游接待人次、旅游总收入、旅游经济贡

献率、旅游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星级酒店

数量以及Ａ级景点数量，作为研究武陵山片区旅游
化水平的评价指标。

２．分析方法的选择
目前，常用的分析方法有层次分析法、因子分

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综合考虑每种方法的实用

性、分析的难易度等，本文选取了对多指标数据处

理较为实用、能够简化原始数据的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是利用降维的思想，将多指标转化为

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即主成分），其中每个主成分都

能够反映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且所含信息互不

重复。［１２］通过计算其相关系数矩阵，求出相关系数

矩阵的特征值及相应的正交化单位特征向量，选取

主成分，然后对主成分进行加权求和，即得最终评

价值，权数为每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通过

ＳＰＳＳ软件，对所选取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
出主成分贡献率，得到区域的旅游化指数即旅游化

水平Ａｉ。

Ａｉ＝∑
ｍ

ｊ＝１
Ｆｉ×Ｚｉｊ，（ｉ＝１，２，…，ｎ）

式中：Ｆ为主成分贡献率；Ｚ为各区域在主成分上
的得分值。

（二）数据采集

１．研究地点的选择
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

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０９〕３号）提出，协
调渝鄂湘黔四省市毗邻地区，成立“武陵山经济协

作区”，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之一。

在综合考虑区域内自然功能和社会基础水平的基

础上，选择以恩施、黔江、铜仁、张家界、怀化、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作为其中心城

市，以协调武陵山片区四省市发展，加快区域内经

济协作和功能互补。基于这一发展背景，本文以这

６个区域作为代表地区，测度武陵山片区内旅游化
水平，并分析其差异特点及形成差异的原因。

１６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１期（总第１２０期）

２．标志年份的选择
旅游业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不同阶段下

旅游发展状态不同，即旅游业发展过程具有断面特

征。根据这种特点，需要采用标志年份来研究旅游

业发展的变化。２０１０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在“十一五”期间，武陵山片区的旅游业得到了

快速发展。２０１１年不仅是“十一五”规划成果的体
现之年和“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同时也是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的开局之年。《规划》提出

要利用武陵山片区丰富独特的山水生态和民族文

化旅游资源优势，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方

式转变，推进省际生态文化旅游协作，建成国内外

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生态文化旅游区。［１３］２０１５年是
《规划》的中期水平年，《规划》提出要在２０１５年初
步形成区域内良性互动的运行机制与体制，加快发

展以旅游业为重点的特色优势产业，基本完成交通

等基础设施骨架建设，显著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１４］同时，

２０１５年还是“十二五”规划目标的水平年。基于
此，本文将统计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５年各指标数据（见
表１～２，本文数据来源：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各个区域的
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及政府公报，各旅游网站的统

计数据），以分析６个区域的旅游化水平。

表１　２０１１年各个区域指标统计值

区　域
接待游客数量／

（万人·次）

旅游产业从业人员占

总从业人员比例

星级饭店数量／

个

Ａ级景点数量／

个

旅游经济贡献率／

％

旅游收入／

（亿元·年 －１）

恩施 １６５８．２７ ０．００７ ５０ ２６ ２０．７ ８６．４５

黔江 ２５３．９９ ０．０１９ ４ １ ６．２ ８．０６

铜仁 １５０３．０３ ０．０１５ １２ ３ ３１．５ １１２．７３

怀化 １５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 ４２ １７ １１．１ ９２．８７

湘西 １４８６．２６ ０．０１１ ６０ ６ ２４．３ ７６．８８

张家界 ３０４１．００ ０．０３２ ２７ １５ ５４．１ １６８．４３

表２　２０１５年各个区域指标统计值

区　域
接待游客数量／

（万人·次）

旅游产业从业人员占

总从业人员比例

星级饭店数量／

个

Ａ级景点数量／

个

旅游经济贡献率／

％

旅游收入／

（亿元·年 －１）

恩施 ３７００．５０ ０．０１４ ８１ ３３ ３７．２ ２４９．７２

黔江 ６６８．１９ ０．０２４ ５ ２ １３．１ ２６．４３

铜仁 ３１００．０２ ０．０１１ ３０ １８ ３１．２ ２４０．１８

怀化 ３３２４．３９ ０．０２８ ４５ ３３ １７．８ ２２６．８０

湘西 ３３６２．４０ ０．０２９ ４７ １３ ４２．３ ２１６．７０

张家界 ５０７５．０９ ０．０５３ ５２ １６ ７６．１ ３４０．７０

　　三　武陵山片区旅游化水平差异及原因分析

（一）旅游化水平

为了消除各指标数据的量纲关系，使数据具有

可比性，在分析之前，先将数据标准化，再利用标准

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份分析。通过计算分别得到

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５年的旅游化指数，并按从大到小的顺
序排列（见表３）。

（二）数据分析

由表１～３分析可知，６个区域旅游化水平呈现
出以下特点：

１．张家界旅游化水平最高，黔江旅游化水平
最低，且二者水平差值增大。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５年，张家
界的旅游化水平一直高于其他５个地区，黔江一直

低于其他５个地区。２０１１年二者旅游化水平差值
为１０．５７，２０１５年二者的旅游化水平差值为１４．５０，
差距拉大了３．９３。从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５年的指标数据
变动来看，黔江除了Ａ级景点数量变动幅度与张家
界保持一致之外，其余增长幅度均小于张家界。因

此，相对来说，张家界旅游化发展水平增速较黔江

快，从而导致二者差距拉大。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６个区
域指标数据变化情况如表４所示。
２．张家界、恩施、湘西旅游化发展水平提高，

怀化、铜仁、黔江旅游化发展水平下降。从表４中
的指标数据变化可以发现，张家界和恩施各项指标

变化相对其他４个地区来说较大，因此发展水平也
有所提高；湘西的变化相对于怀化的变化要大，因

此，湘西的旅游化水平提升要高于怀化；怀化的变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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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幅度相对张家界、恩施和湘西来说较小，导致其

旅游化水平相对下降；铜仁和黔江的旅游化发展和

湘西的情况相似。

３．从旅游化指数和实际发展情况来看，按照
水平高低将６个区域的发展分为３个阶段：成长阶
段（旅游化指数最高的张家界），发展阶段（旅游化

指数较为靠后的恩施、怀化、湘西、铜仁），初生阶段

（旅游化指数最低的黔江）。

表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各个区域旅游化指数

序号
２０１１

区域 旅游化指数

２０１５
区域 旅游化指数

１ 张家界 ５．１１ 张家界 ６．８１
２ 恩施　 １．１３ 恩施　 １．８９
３ 怀化　 ０．０７ 湘西　 ０．５２
４ 湘西　 －０．２４ 怀化　 －０．０４
５ 铜仁　 －０．６１ 铜仁　 －１．４９
６ 黔江　 －５．４６ 黔江　 －７．６９

　注：正负数为相对水平。

表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６个区域指标数据变化情况

区　域
接待游客数量／

（万人·次）

旅游产业从业人员占

总从业人员比例

星级饭店数量／

个

Ａ级景点数量／

个

旅游经济贡献率／

％

旅游收入／

（亿元·年 －１）

恩施 ２０４２．２３ ０．００７ ３１ ７ １６．５ １６３．２７

黔江 ４１４．２０ ０．００５ １ １ ６．９ １８．３７

铜仁 １５９６．９９ －０．００４ １８ １５ －０．３ １２７．４５

怀化 １８２４．３９ ０．００８ ３ １６ ６．７ １３３．９３

湘西 １８７６．１４ ０．０１８ －１３ ７ １８．０ １３９．８２

张家界 ２０３４．０９ ０．０２１ ２５ １ ２２．０ １７２．２７

　　（三）旅游化水平差异的原因分析
根据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５年所计算得到的区域旅游

化指数可以知道，区域间旅游化存在差异，且这种

差异在不同区域的不同阶段各有不同。接待游客

数量、旅游收入、旅游经济贡献率、旅游产业从业人

员占总从业人员比例、星级酒店数量以及Ａ级景点
数量作为影响旅游化水平的６个指标，其变化是造
成区域旅游化差异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从研究影

响６个指标变动的各种因素入手，并结合武陵山片
区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形成武陵山片区旅游化差

异的主要原因为旅游资源禀赋差异、旅游产业发展

时间差异、旅游基础设施差异、国家政策推力差异。

１．旅游资源禀赋差异
旅游资源禀赋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决定了旅

游资源吸引力的大小。旅游资源吸引力的大小是

决定一个景区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接待游客次

数作为评价区域旅游化发展的指标之一，其次数的

多少是评价旅游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接待游客

次数与旅游化发展具有正相关的关系。

旅游资源禀赋的大小一般可以用数量、类型、

等级等来描述。数量越多、类型越丰富、等级越高，

游客吸引力也就越大。区域旅游资源禀赋的不同

会造成区域旅游业发展基础的不平等。武陵山片

区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十分丰富，具有发展旅游业

的良好基础。根据其实际情况，武陵山片区旅游资

源大致可以分为自然景观、民风民俗、建筑人文、运

动活动、场馆场所、历史遗迹等６个类型。本文统
计了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５年各区域的４Ａ级及以上景点的
数量（见表５）以及６个区域的热门景点（见表６）。
由表５～６可以发现，张家界和恩施的４Ａ级及以上
景点数量较多，黔江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５年４Ａ级及以上
景点数量一样，仅有１个４Ａ级景点。由表６可以
看出，张家界十大热门景点中４Ａ级及以上的景点
数量共 ８个，恩施共 ８个，怀化共 ６个，湘西共 ７
个，铜仁共４个，黔江共１个。

综合旅游资源数量、类型、等级３个方面的实
际情况，各区域的旅游化发展与本文计算得到的旅

游化发展水平基本一致。因此，旅游业发展水平会

受到旅游资源禀赋的影响，各旅游资源数量、类型

及等级的不同，会导致各区域形成不同的旅游化发

展水平。

表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各区域４Ａ级及以上景点数量

区　域
２０１１

５Ａ ４Ａ 总数

２０１５

５Ａ ４Ａ 总数

张家界 ２ ９ １１ ２ ８ １０

恩施 １ ８ ９ １ １５ １６

怀化 ０ １ １ ０ ８ ８

湘西 ０ ３ ３ ０ ５ ５

铜仁 ０ ０ ０ ０ ７ ７

黔江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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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６个区域热门景点概况

序号 　　张　　家　　界 　　恩　　施 　　怀　　化

１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５Ａ） 恩施大峡谷（４Ａ） 地笋苗寨

２ 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５Ａ） 神农溪（５Ａ） 万佛山（４Ａ）

３ 土家风情园（４Ａ） 恩施土司城（４Ａ） 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４Ａ）

４ 张家界大峡谷（４Ａ） 腾龙洞（４Ａ） 通道皇都侗文化村旅游区（４Ａ）

５ 宝峰湖（４Ａ） 恩施梭布垭（４Ａ） 黔阳古城（４Ａ）

６ 黄龙洞（４Ａ） 龙麟宫 洪江古商城（４Ａ）

７ 九天洞 土家女儿城（４Ａ） 天星洞

８ 苦竹河大峡谷 野三峡旅游景区（４Ａ） 向警予同志纪念馆

９ 茅岩河漂流（４Ａ） 坪坝营生态旅游区（４Ａ） 沅陵凤滩景区（４Ａ）

１０ 江垭温泉（４Ａ） 唐崖土司城 二酉山

序号 　　湘　　西 　　铜　　仁 　　黔　　江

１ 凤凰古城（４Ａ） 梵净山（４Ａ） 黔江峡谷公园

２ 猛洞河漂流景区（４Ａ） 大明边城（４Ａ） 黔江濯水古镇

３ 奇梁洞 （４Ａ） 苗王城 黔江小南海（４Ａ）

４ 芙蓉镇 （４Ａ） 九龙洞 濯水蒲花暗河

５ 乾州古城 （４Ａ） 亚木沟风景区（４Ａ） 黔江八面山风景度假区

６ 德夯风景区（４Ａ） 万山国家矿山公园（４Ａ） 黔江阿蓬江神龟峡

７ 坐龙峡４Ａ） 石阡古温泉水上乐园 武陵仙山

８ 红石林 十里锦江 板夹溪十三寨

９ 里耶古城 铜仁大峡谷 灰千梁子

１０ 黄丝桥古城 九天温泉 仰头山森林公园

　　２．旅游产业发展时间差异
旅游业发展时间指将旅游业正式作为区域发

展重要产业的时间。由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时间差

异引起的旅游化差异是一种先发优势的体现，这种

先发优势在武陵山片区表现较为明显。

（１）旅游休闲需求的提高。武陵山片区旅游市
场供给不足，区域间具有旅游资源先发供给优势。

这种先发优势能够直接影响到初期区域旅游收入、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导致区域旅游化存在差

异。６个区域大力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时间如表７所
示。由表７可看出，张家界最早发展旅游业，其次
是恩施、怀化、湘西、铜仁，最后是黔江。这个时间

顺序与本文计算得到的旅游化水平排列顺序基本

一致，因此，可以认为开发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会影

响初期区域旅游业的发展。

表７　６个区域旅游业发展时间

区域 张家界 恩施 怀化 湘西 铜仁 黔江

发展时间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２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２）除了优先供给优势外，武陵山片区还在国
家旅游景区评级上具有优势。旅游国字品牌的建

设及争创景区等级，从理论上讲，能够扩大地方影

响力和知名度，有利于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且景区

级别越高，越能吸引投资者。因此，旅游发展越早

的区域越能获得这种优势。从表５可以看出，２０１１
年，张家界就已有２个５Ａ级景区，恩施已有 １个
５Ａ级景区，而其他区域还没有；到２０１５年，这一局
势仍然没有变化。５Ａ级是我国景区最高级别，代
表着该景区旅游要素相对最为完备。

３．旅游基础设施差异
旅游基础设施是旅游景区的旅游质量与环境

保证，是保证游客拥有良好旅游体验的重要因素，

对推动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交通设施作为贯穿整个旅游空间经济系统的

重要功能设施，其便利与否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旅游

地点的选择。一般而言，交通便利的旅游景区比交

通不便的景区更占优势。目前，大众出行的交通设

施主要有飞机、高铁、动车和汽车。

从飞机来看，６个区域中，除了铜仁和湘西共
用铜仁凤凰机场外，其他每个区域均有独立的机

场。表８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６个区域机场的旅客吞
吐量。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作为武陵山片区首个

国际机场，其规模最大，航线航班也相对较多，２０１１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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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其旅客吞吐量达１１５．００万人，２０１５年，由于 Ｔ２
航站楼的启用，其旅客吞吐量增至１４０．６０万人；而
其他几个区域的机场吞吐量都相对较低。湘西境

内虽没有机场，但由于湘西毗邻怀化、张家界，形成

机场包围湘西的布设，其交通较便利。

　表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６个区域机场旅客吞吐量 万人

年份 张家界 恩施 怀化 湘西／铜仁 黔江

２０１１ １１５．００ １７．０８ ８．８３ ４．３４ ２．１７

２０１５ １４０．６０ ４０．６３ １８．４２ ３４．３０ １４．２６

从动车和高铁来看，截至２０１５年底，恩施、怀
化、铜仁拥有高铁站，而张家界、湘西、黔江暂时没

有。高铁是目前性价比较高的交通设施，能够带来

更多的客流量。２０１１年，怀化的景区数量、景点级
别并没有湘西的高，而其旅游化水平却比湘西高，

一定程度上而言，怀化的铁路枢纽位置推动了其旅

游业的发展。

住宿功能设施在整个旅游空间经济系统中也

占有重要地位，它与旅行社业、旅游交通业并称为

旅游业的三大支柱，是人们在旅行游览活动中必不

可少的“驿站”。［１５］星级酒店作为住宿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可以用来评判一个地区高端旅游发展的程

度。星级酒店需达到一定条件和具有一定规模，所

取得的星级表明该酒店所有建筑物、设施设备及服

务项目均处于同一水准。［１６］酒店星级越高，表明该

酒店所提供的服务设施越完备。表９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６个区域的星级酒店数量。由表９可知，恩施、
张家界、湘西、怀化地区星级酒店较多，而黔江、铜

仁地区星级酒店较少。综合其旅游化指数来看，黔

江和铜仁的旅游化指数也相对较低。

表９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６个区域星级酒店数量 个

年份 张家界 恩施 怀化 湘西 铜仁 黔江

２０１１ ２７ ５０ ４２ ６０ １２ ４

２０１５ ５２ ８１ ４５ ４７ ３０ ５

４．国家政策推力差异
武陵山片区是集西部大开发地区、少数民族聚

居地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于一体的区域，其涉及

的国家及地方政策较多。政策作为区域发展不可

忽视的推力，是区域发展吸引各方资源的重要资

本。不同区域施行的政策不同以及不同政策的叠

加，都会引起区域旅游发展的差异。

在我国大力推行旅游改革的时代背景下，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张家界市被批准为首批国家旅游综合改
革试点城市，这使其拥有一定的体制优势及旅游改

革的先发优势，张家界自此开始了自主探索改革发

展之路。［１７］旅游综合改革涉及各种产业，作为首批

改革试点城市，张家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吸引了

更多的外来投资，这促进了张家界的旅游发展。表

１０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张家界旅游总收入及增长率。
由表１０可知，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张家界 ２０１１
年旅游收入的增长率达３３．５３％。２０１１年，张家界
先后设立了天门山旅游文化先导区和张家界大峡

谷国际旅游经济区。两个旅游产业园区的建设获

得了省政府给予文化旅游特色经济区的资金、政策

支持，在税费优惠、项目审批、用地计划、基础设施

配套等方面得到了政策支持，形成政策高地和引资

洼地。同年７月，成立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张家界
观测站，每年发布观测评估报告。２０１４年，张家界
又被纳入首批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市、全国第

一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地区和全国生态文

明示范工程试点市。［１８］在此政策的推动下，２０１５
年，张家界的旅游收入增长率达３６．９９％。另外，张
家界市先后出台了《张家界市鼓励和保护外来投资

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和

《中共张家界市委、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文

化强市的意见》等一系列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

文件；张家界市还成立了课题组，组织专家学者对

张家界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进行专题研究，编制了

《张家界市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国
家及地方政策的不断叠加持续推动了张家界旅游

业的发展，促使其旅游发展程度不断加深。［１９］

表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张家界旅游总收入及增长率

年份 旅游总收入／亿元 增长率／％

２０１０ １２５．３ －

２０１１ １６７．３ ３３．５３

２０１２ ２０８．７ ２４．７５

２０１３ ２１２．３ １．７２

２０１４ ２４８．７ １７．１５

２０１５ ３４０．７ ３６．９９

张家界拥有较多政策支持，而其他５个区域得
到的国家政策支持则较少。以黔江为例，黔江跟张

家界一样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其自然景观数量也

较多，但从计算得到的两个区域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５年的
旅游化指数来看，２０１１年黔江和张家界的旅游化差
值为１０．５７，２０１５年其旅游化差值为１４．５０，５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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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的旅游化差值提高了３．９３，这表明二者的旅游
化程度差异变大。再将黔江与怀化、湘西进行比

较，由于怀化、湘西地区跟张家界一样都属于大湘

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主要发展对象，二者均能享受

张家界旅游所带来的辐射效应，因此怀化和湘西两

个地区的旅游发展相较于黔江来说要好。综上可

知，国家政策对地区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

执行力度和覆盖范围都会使区域发展产生差异。

　　四　相关建议

武陵山片区具有区内县市自然功能与经济社

会基础水平同质的区域特点。研究发现，旅游资源

禀赋、旅游产业发展时间、旅游基础设施及政策推

力等因素，造成了武陵山片区区域间存在着旅游化

差异。如何减小由这些因素所导致的旅游化差异

并促进旅游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发展具有片区流动性的新型旅游要素

传统的旅游要素结构决定了传统旅游产业增

长的特征，各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要与区域要素结构

相适应。旅游要素所具有的固定性特征，形成了武

陵山片区区域间的发展差异。如果能够实现旅游

资源的整体流动性，那么区域间的差异必然会因要

素流动而有所缩小。同时，随着我国旅游市场的逐

渐扩大，旅游的形式和业态更加丰富，国人旅游消

费已逐步进入休闲时代，单纯以景点来发展旅游业

已经不能满足大众与日俱增的旅游需求，因此，必

须丰富和发展旅游业其他要素形态，尤其要形成具

有广泛流动性的新型旅游要素形态，从而构建出新

的旅游要素结构。

对此，需改变武陵山片区传统的以旅游资源单

一要素为核心的资源开发模式，构建旅游和资本、

技术、服务、生活、城镇化建设、城市功能完善等与

环境发展相关要素所组成的新的旅游开发模式，即

旅游环境综合建设模式。构建旅游环境综合建设

模式，将改变以往旅游要素的固定性，使旅游要素

与资本、技术等具有普遍流动性的发展要素相结

合，形成新的旅游要素，并实现旅游要素在武陵山

片区的整体流动性。资本和技术是流动的，且在不

同条件下与其他因素相结合会发挥不同的效果。

当资本、技术与旅游业结合时，所形成的旅游新业

态具有广泛的流动性，能突破传统旅游要素的区域

固定性，消除由旅游要素禀赋差异所造成的区域旅

游化差异。

（二）促进片区特色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旅游业发展的时间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片区区域间旅游化的发展差异，但各区域仍具有显

著的旅游业发展的比较优势。目前，武陵山片区仍

然以旅游产业单一发展模式为主，是一种“小旅游”

的发展模式，而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大旅

游”的发展格局。如此长期发展下去，会导致武陵

山片区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减少。以旅游化程度最

高的张家界为例，２０１３年，张家界各旅游指标呈现
明显下降趋势，与２０１２年相比，其景点接待旅客人
数为３４４２．４１万人·次，同比下降４．１％；接待过
夜游客人数为１４２５万人·天，同比下降４．０％；接
待境外游客２０６．５８万人·天，同比下降４３％。由
此可见，传统旅游发展模式的经济效益在减少，传

统旅游模式的转型迫在眉睫。

为此，可以武陵山片区民族、革命文化产业为

核心，依托武陵山片区的特色资源，以旅游业作为

平台，实现旅游业与各行业的快速融合，尤其是地

方特色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以旅游业带动地方产

业的飞速发展，同时实现产业创新，形成明显的地

方特色，以促进地方旅游化的深入发展，进而促进

经济增长，缓和就业压力，降低资源耗费等。［２０］同

时，紧跟时代潮流，利用旅游＋互联网，线上线下共
同发展，促进其他产业的相互融合和产业跨界发

展，进而催生出一大批新业态，加快实现区域的产

业创新。产业创新具有显著的经济效应，因此，只

有不断创造新的体制、新的产品和新的市场，武陵

山片区才能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这对武陵山片区

升级为国际旅游胜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构建武陵山片区特有的旅游空间系统

构建旅游空间系统，充分发挥功能区的相关功

能，就必须完善各项旅游基础设施。功能区的优良

和完备与否是一个地区旅游化程度高低的直接体

现。旅游区不能仅依托景点，而应发展多功能旅游

区，如度假区、休闲区、旅游购物区等。功能区的建

设应围绕旅游者的全部旅游消费与行为过程进行，

全面建设包括游览、休闲、商务、生态等方面的基础

设施。在片区内发展多功能区，使旅游、生活、服务

无界限，给游客带来“足不出区，世界尽在我眼中”

的旅游体验。构建武陵山片区特有的旅游空间系

统是实现片区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

为此，首先需制定片区的交通设施详细规划。

张家界作为武陵山片区区域旅游的龙头，与其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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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相比，其交通相对较好，但是离旅游交通“进得

来、散得开、出得去”的基本要求还有差距。交通的

制约不仅会影响张家界的发展后劲和龙头作用的

发挥，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竞争力和带动

力。［２１］张家界如此，其他地区也如此。因此，应加

快地区和区域间的交通网络建设，加强旅游集散网

络体系建设，构建方便快捷的现代旅游交通体系；

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提升景区服务水平；搭建景区

信息服务平台，实现旅游智能化，使人们旅游出行

更便利。

（四）充分利用武陵山片区政策支持

政策支持是扶持区域发展的重要推力，尤其在

武陵山片区这种集中贫困区域。旅游业是国家扶

持武陵山片区发展的重点产业。武陵山片区各区

域中，虽在要素禀赋、开发时间上，怀化、湘西、铜仁

和黔江地区较为靠后，但是随着技术、政策的不断

跟进，这些地区发展的速度较快。张家界从 １９７８
年开始发展旅游业，到２０１３年，用了３５年的时间，
其旅游收入才超过２００亿元；怀化从２００７年大力
发展旅游业，到２０１５年，仅用了１８年的时间，其旅
游收入已超过２００亿元，可以说其发展速度比张家
界提高了１倍。发展速度的提升离不开国家对武
陵山片区的重视和政策倾斜。充分利用国家的政

策扶持和优惠，是促进片区旅游发展的重要手段。

因此，因政策所导致的区域旅游化差异，最重

要的解决方式就是地方有关部门充分利用国家政

策扶持，加大各方面政策的实施力度，促使政策落

实到位，真正解决阻碍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

题。黔江旅游业虽然发展较晚，但从资源、地理等

方面来看，具有较大的旅游发展潜力，合理科学地

制定黔江的旅游规划对快速缩小黔江与其他各区

域旅游化差异具有重要意义。不仅黔江如此，武陵

山片区其他地区都如此，应充分利用政策扶持体

系，以促进片区内各区域旅游业的科学和创新发

展。同时，政策体系可以适当地向更为落后的区域

倾斜，以发挥政策对投资的引导，使更为落后的区

域拥有更多的旅游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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