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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旅游发展模式选择的三维框架

作者：郭舒 文章来源：网络 更新日期： 2008-3-17   

    1现有城市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 

    国内有关城市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最早是围绕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开始的[1]、[2]。

对于目标模式的概括，多数是以城市主导性的旅游者行为类型为主要线索。如，宋家增认为，“都市旅游

的模式需要依据市场需求和都市自身的条件来确定”，并列举了商务、会议、国内外交流等城市旅游常见

的模式[3]。 金辉认为，“上海都市旅游的发展应以商务旅游为主，尤其应以开拓国际会议、奖励旅游为

重点”[4]。彭华将汕头市旅游发展模式定位为“以商务型的都市旅游带动区域旅游发展的模式”。确立以

商务旅游为核心，以观光、度假、宗教和潮汕文化旅游为补充的战略取向[5]。保继刚等在对珠海市旅游发

展模式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珠海模式是“以休闲度假、会议展览、观光商务、等活动为内涵，发展海

岛、海滩旅游为重点，南亚热带观光农业为辅助的区域旅游发展模式”。明确了珠海市适宜的旅游活动的

类型[6]。 

    少数学者在探讨城市旅游发展模式时，认为城市旅游发展模式主要应由旅游业的行为来决定。如，李

海瑞主张通过“开发社会资源、发掘文化资源、筹建人造景观和游乐设施、发展购物旅游产品”等旅游业

诸行为，创造上海都市旅游的独特模式[7]。 

    部分学者选择了旅游空间的角度对所研究城市的旅游发展模式进行描述。如，马勇等认为武汉旅游必

须选择大旅游圈模式才能得以持续发展[8]。舒伯阳等将武汉市旅游发展模式概括为“重点构筑都市中心

区、边缘区、腹地区三圈组合的都市旅游空间开发态势”，并在具体表述中分别明确了中心区、边缘区、

腹地区的空间范围、地域特征和开发方向[9]。 

    上述研究成果分别是从城市旅游者行为类型角度、城市旅游产品开发重点的角度（旅游业行为）、城

市旅游空间要素角度，对城市旅游发展模式进行定位性描述的。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可用于结构分析

的框架，并以之作为决定城市旅游发展模式的依据。 

    2城市旅游发展模式的选择依据：三维框架 

    我们认为，城市旅游发展模式的选择必须在对旅游吸引物、设施和服务进行结构研究的基础上进行，

同时，也必须以城市旅游者行为类型的前瞻性预测为基础。这两类研究不应该孤立地进行，而是需要在特

定的城市旅游空间上做结构性对位分析。这种结构性对位分析反映的是旅游者行为、旅游业行为与城市旅

游空间之间的耦合关系。城市旅游发展模式的选择应该以上述三维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为依据（如图1）。 

    2.1旅游空间的尺度、层次、形态决定了城市旅游发展模式的空间格局 

    “旅游空间”维度关注城市旅游发展的地域问题。空间概念的引入能够为城市旅游发展模式的选择提

供一个较为广阔的视野。城市旅游空间具有尺度、层次和形态等不同类型。在尺度上，旅游空间包括从旅

游点、旅游区到整个城市、乃至区域等不同类型。在层次上，旅游空间表现为城市内单一旅游点或旅游

区、相关的旅游点或旅游区的组合、甚至是与区域密切协作的整个城市。在形态上，杨重光（1996）用轴

点(junction point)、路径(path)、领域圈(domain)来描述不同的城市旅游空间形态[10]；而杨新军等（2

001）更提出具体的城市旅游空间包括城市郊野公园、城市大街、城市广场、城市的“院”（历史胜迹）、

城市街道、城市公园6种类型[11]。城市旅游空间的存在，一方面是城市旅游业对旅游吸引物、基础设施和

旅游服务进行空间组织的产物，另一方面是旅游者旅游行为空间选择的结果。城市旅游发展模式应围绕具

有特定尺度和层次、以及个性化形态的旅游空间来规划，从而避免缺乏旅游发展的具体模式，只有城市旅

游形象定位和所谓“模糊模式”的尴尬。 

    2.2旅游者的行为类型决定了城市旅游发展模式的市场方向 

    “旅游者行为”维度关注城市旅游发展中的市场需求问题。陈传康（1986）将旅游者行为概括为三个

层次[12]。其中，观光游览属于最基本的层次，提高层次是指娱乐和购物，而专业层次则包括有疗养、会

议、宗教、考察、商业等多种活动类型。对于特定城市来说，旅游活动类型可能是综合性的，但更有可能

表现为：在城市的不同尺度、层次或形态的旅游空间上，某一种或几种旅游活动类型居于主导地位，而其

他类型的旅游活动居于次要地位。这些居于主导地位的旅游者行为类型在不同旅游空间上的结构演变决定

了城市旅游发展模式的市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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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者行为与城市旅游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既表现为特定旅游活动类型对不同特质的城市空间的选

择，又表现为特定的城市旅游空间对不同类型旅游活动的适应或排斥，还表现为旅游者在不同层次或形态

的旅游空间之间的流动。因此，区分旅游者行为在城市的主要发生地，是进行城市旅游活动空间研究的一

种有效的途径。如Burtenshaw等（1991）提出城市中心旅游区（CTD）的概念，并认为CTD是由于集中了城

市大部分旅游者的活动而形成的[14]。吴必虎（1998）提出大城市环城游憩带（ReRAM）的概念，并认为Re

RAM形成的直接动因是旅游者高密度近距离游憩需求频繁地指向特定的城市空间导致的[15]。保继刚等对旅

游者游憩、商务活动相对集中的城市空间进行研究，总结出一种新兴的城市功能区——游憩商业区（RB

D），并认为珠海的九洲城地段是目前我国发展相对完善的城市RBD[6]。对旅游者群体性、近似性的活动类

型所指向的特定城市旅游空间的认识，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中为旅游者服务的功能应该如何进行布局或

分布。 

    可见，城市旅游发展模式的确定，需要考虑在城市内部不同的旅游空间上，旅游者活动类型的差异

性，并且在旅游供给上应该尽量满足与特定旅游空间相对应的，特定类型旅游者群体的个性化需要。 

    2.3旅游业行为决定了城市旅游发展模式的产品开发重点 

    “旅游业行为”维度关注城市旅游发展中的旅游产品开发问题。广义的旅游产品由旅游吸引物、设施

和服务三类要素构成[13]。自然遗产景观、文化遗产景观、主题公园和活动组织构成了城市旅游吸引物的

核心部分。旅游吸引物、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从业人员）在不同尺度、层次、形态的城市旅游空间上的

分布形态决定了城市旅游产业的基础与规模，也影响着未来城市旅游产品的开发重点的选择。 

    旅游业行为与城市旅游空间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旅游业对城市空间的利用（客观上完善了城市空间

功能）。旅游业诸行为要寻求城市范域内不同旅游空间上各自的地理优势并加以利用，同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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