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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题性旅游协作联盟是一种新型的 旅 游 合 作 战 略 模 式!其 协 作 基 础 为 相 似 的 空 间 认 知

要素)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支撑和物态化的整合营销品牌(在分析国内外!$多个旅游协作联盟

的基础上!从地域联系)主题类型)空间 结 构 和 组 织 形 式 等:个 视 角!总 结 了 主 题 性 旅 游 协

作联盟的&!种基本类型!指出协作的基础理论是注意力经济学)协作网络共生理论和旅游产

业集群理论(选取江苏扬州至山东济宁段运河为研究区域!分析其文化资源和旅游发展状况!

提出 &千年运河!世纪风情’的运河文化 主 题!从 组 织 体 系)品 牌 营 销)产 品 体 系)保 障 机

制)信息平台等=个方面进行主题性旅游协作联盟的构建(
关 键 词"主题性#旅游协作联盟#京杭大运河#运河文化

文章编号"&$$$8$=%=$!$$%%$#8&:::8&&

&!引言

全球化既带动了旅游的发展!同时旅游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全球化*&+(随着旅游消费

的发展!中国旅游业经历了以观光旅游)休闲旅游和专项旅游三个不同重点的旅游消费阶

段(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市场!旅游地开发突破了传统的接待要素发展模式!从资源产品

营销时代步入主题观念营销时代(加强跨区域性旅游地协作!构建旅游协作联盟!推进旅

游产业集群的发展!成为旅游行业发展的一种战略导向(旅游协作联盟是!$世纪9$年代

后期兴起的一种新的旅游合作战略模式*!+(现有的旅游协作联盟主要包括战略性旅游协作

联盟和主题性旅游协作联盟两种(战略性旅游协作联盟中协作主体战略导向更多地关注市

场营销!协作结构较为松散!协作时间一般较为短暂#主题性旅游协作联盟中协作主体一

般具有相同的主题认同!能够形成稳定的协作体系!尤为政府部门与学术界所关注(

!!国外旅游资源地协作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旅游地和旅游区组织行为的模式研究!即旅游

地和旅游区及其内部的旅游企业组织结构及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研究!如VGDKG4等建

立旅游目的地规划的内在组织协作理论框架*<+!?GAJDLJ在亚太区域旅游合作会议上总结

了区域或次区域合作)次区域组织 $跨边界%等多种协作方式*:+#在旅游市场研究中较多

涉及不同部门)不 同 企 业)不 同 行 业 之 间)跨 区 域 的 联 合 营 销*=!%+#在 协 作 对 象 研 究 方

面!区间协作和区内协作研究并重!但更多地强调旅游利益主体 $EFGSJI34UJCE%间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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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9+!需要考虑到国家)区域)地方范围内的利益主体*&$+!通过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来

实现旅游开发协作*&&+(国外旅游协作研究注重协作实体和小区域整合!具有较强的指导

性*&!+!而对于协作联盟战略的探讨则较少涉及(

!!国内旅游业界对于推动旅游协作)品牌打造)互为市场)协同发展的理念已经具备!
各种层次的旅游协作网络和协作联盟建设!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国内旅游学

界对旅游协作的研究集中于区间协作!强调政府间和旅游地间协作!以区域案例和建议对

策为主*&<!&:+!指导性一般(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在探讨地区性旅游协作的同时逐步重视

对旅游协作理论和对策研究!关注旅游协作的空间形式)组织形式研究*&=!&"+以及旅游地

竞争力结构和利益共生整合机制的研究*&%!&9+!而对主题性旅游协作联盟战略的关注不够(

!!京杭大运河作为我国古代贯通南北的唯一水路交通大动脉!其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可

以与长城相比!是我国五千年文明的 &文化脉络’和 &景观廊道’(内涵深厚)千姿百态)
文化元素众多的运河文化潜藏着巨大的旅游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对此有足

够的重视(从中国知网中论文检索来看!从&9"9年至!$$%年<月期间以 &运河旅游’为

主题的文献仅!9篇!且此类文献大多关注于某一运河城市或地区的运河旅游资源或旅游

发展现状与开发的研究!而以 &沿运河地区旅游合作’的研究更少(由此可见!我国对于

沿运河旅游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值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际!以运河文化为

主题探讨沿运河城市旅游协作联盟!提出运河文化主题整合模式和一个完整的运河文化主

题协作联盟的框架!对于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更具理论和实践意义(

!!主题性旅游协作联盟的基础理论与协作基本条件

!!旅游主题是指旅游发展的主体 $政府或企业%根据区域旅游发展的现状)趋势并结合

旅游对社会发展的价值而遴选的一种概念诉求)文化形象或价值导向(是政府机构)旅游

组织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而伴随着旅游市场细分和旅游消费趋向变化的需

要!主题型营销旅游成为政府和旅游企业的主要选择!主题性旅游协作联盟不断发展(主

题性旅游协作联盟是指不同地域的旅游地通过相同的载体或主题 $如汉文化主题)历史文

化名城等%!联合组织策划旅游活动!将资源产品在跨地域之间得到有机的链接组合!以

获取旅游效益与社会效益*!+!而构建的协作联盟(

$"#!基础理论

!!旅游协作联盟的主题是对联盟区域旅游资源特色的高度概括!凝聚着区域地方特色最

本质的内涵!偏好性强)兴奋点集中!便于把分散)无序而层次相近的旅游地和消费者分

类定型组合成旅游网络!形成相对稳定的市场#同时也是旅游协作的一个切入点)一面旗

帜!以及各旅游资源地共同营销的纽带(旅游主题理念的突出与否!体现了区域旅游开发

营销整合的程度高低!以及发展战略的导向(旅游协作联盟形成的基础理论包括"

!!注意力 经 济 理 论(美 国 学 者 迈 克 尔4戈 德 海 伯 $Y@LIGJ4-5’34UIGMJC%&99"年 在

/注意力购买者0中正式提出 &注意力经济’这一概念!并衍生成基本理论(所谓注意力!
就是指人们关注一个主题)一个事件)一种行为和多种信息的持久程度(市 场 经 济 体 制

下!注意力就是潜在的客源(作为而一种消费行为的旅游活动!是社会需要)精神需要被

满足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分为动机形成)需求产生)决策形成)购买消费:个阶段(以

明确的主题进行整体宣传比非主题化宣传更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刺激旅游动机!引

导旅游需求形成!进而扩大旅游客源市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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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旅游主题对旅游者消费行为的作用过程

?@A5&!X3BC@EKFIJKJ3EJHHJLF3DF3BC@EFL3DEBKOF@3DMJIG7@3C

!!协 作 网 络 共 生 理 论(经 济 全

球化*&+和 区 域 一 体 化 的 背 景 下!
旅游地不 再 是 一 孤 立 单 元!而 是

存在着 各 种 共 存 与 共 生 关 系 的 网

络节点(根 据 共 生 理 论*!$+!共 生

可能产生 新 的 单 元 形 态)共 生 能

量和新的 物 质 结 构!共 生 个 体 或

组织的生存和增殖能力得到提高(
协作网 络 共 生 理 论 认 为 当 今 组 织

变得更 需 要 依 靠 其 他 组 织 以 增 加

所有组织 的 价 值 和 生 产 力(旅 游

协作联盟 的 建 设 需 兼 备"一 是 旅

游资源 的 相 似 性 或 互 补 性 以 及 空

间的接近性或联系的便利性#二是有文化上的联系!或者资源)市场等要素上的联系!服

务设施基本配套!旅游者对区域的认知程度较高#三是存在共生接口和共生机制(所以以

某一主题来搭建协作网络共生平台!通过联盟构建有效的协作机制!是促进旅游地 &一体

化共生’的理想模式(

!!主题旅游产业集群理论(学术界已基本认可 &旅游产业可以在一定的空间内形成集

群’(-GPS@DE*!&+根据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从产业链和提高竞争优势的角度来界定旅游产

业集群!提出 &旅游竞争集群’的概念!认为旅游集群是由有效的旅游供应链组织起来的

一系列旅游活动和旅游服务!其目的是旅游目的地层次上通过协同作用以实现目的地的竞

争力提升(可以这样认为"主题旅游产业集群是由主题性旅游吸引物)相关要素和市场通

过网络)产品链或战略规划连接起来的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趋向和产业过程(

$"$!协作基本条件

!!相似的空间认知要素(包括自然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等空间认知要

素!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显性的一般体现在旅游产品种类或形态上!很容易

被人们发现与识别!例如 &中国牡丹行’旅游协作联盟的空间认知要素 &牡丹’(隐性的

认知要素则隐藏在旅游产品中!需要通过人们去挖掘)去发现!并以此作 为 合 作 的 切 入

点(如&99<年由世界旅游组织 $ZX)%!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6(1/)%和联合国发展

规划署 $[6W,%联合资助的涵盖了多个遗产地的跨国旅游集群 &丝绸之路’主题旅游(

!!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支撑(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极大地弱化了距离与规模对区域发展的制

约作用(信息化所孕育的全新的时空理念将促使传统的旅游产品转型!有利于整合区域旅

游产品#信息化所构建的开放)高效)互动的交流和交易平台!将意味着旅游协作主体可

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更直接)更紧密的统筹协作#信息化所构建的新的物流业态和商务

模式将直接促成区域旅游服务网络的形成!使得区域旅游合作要素得以自组织性的优化配

置!更有利于实现区域旅游的统筹发展(

!!物态化的整合营销品牌(所谓物态化就是用有形的物质去代表和象征无形的观念主

题(对于观念)情绪或情感等意识形态的景区主题!其物态化方式设计要用有形的功能分

区)项目设计)环境氛围营造和建筑构造来展现主题(而主题性旅游协作联盟构建必须具

有可供时空整合)资源整合)主题整合的旅游形象品牌以及多层次可物态化的主题(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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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通过产品网络)市场网络)学术网络和虚拟社区网络的运作!构建协作联盟(

<!主题性旅游协作联盟的协作类型

!!协作类型的研究对于协作联盟的功能发挥和效益优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类型判识

可以从地域联系)主题类型)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的视角来认知 $表&%(
表#!主题性旅游协作联盟的协作类型

%&’"#!H*66&’*1&0-*+0AB4/*3094,&0-)0*21-/,2+-*+

类型划分 主要特征 协作实例

地
域
联
系

近距协作 协作地相连!有较好的交通条件!

形成同一旅游目的地

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作组织下的长三角旅游

合作!已打造成面向中远程市场的旅游目的地

中程协作 协作地以 文 化 或 某 一 介 质 为 媒!在

地域上呈点轴式)狭长或链式结构

中国丝绸之路国际精品线路!联系陕甘宁青新

=省区 $!$$"%

远程协作 协 作 地 在 地 域 上 不 相 连!且 布 局

分散

四极城市旅游联盟 $北极漠河!南极三亚!西

极喀什!东极抚远%!互补型联合营销 $!$$"%

主
题
类
型

资源型主题 协作地旅 游 资 源 具 有 同 质 型!旅 游

产品单一!易形成统一品牌

常熟)洛阳)菏泽)彭州四城市的 &中国牡丹

行’合作联盟 $!$$"%

文化型主题 协作 地 旅 游 资 源 具 有 文 化 同 源 性!

易形成完整的文化资源体系

徐州)济南)西 安)太 原)郑 州 等 全 国!<个

组成的m 中国汉文化旅游城市同盟m $!$$"%

概念型主题 协作主 题 新 颖 个 性!宣 传 规 模 大!

协作范围广

!$$<年 &五 岳 联 盟’在 衡 山 成 立!金 庸 受 聘

&荣誉盟主’!随后 &华山论剑’

空
间
结
构

核心边缘型 包括单核 辐 射 型 和 多 核 辐 射 型 协 作

模式

以厦门为中心的闽西南旅游圈#世界文化遗产

备选项目江南水乡古镇

点轴发展型 包括双核 共 扼 型 和 空 间 走 廊 型 协 作

模式

徐州连云港协作联盟#重庆渝西经济走廊旅游

协作联盟

网络结构型 梯级网状区域旅游网络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旅游协作联盟

空
间
形
态

文化线路型 陆地道路)水 道 或 者 混 合 类 型 的 文

化通道或遗产廊道

红色旅游 $万 里 长 征%#中 国 万 里 长 城#玛 雅

游览线路

非板块式主题 偶然因素形成!协 作 内 容 较 为 单 调!

组织性弱

瑞士马特宏峰和 中 国 玉 龙 雪 山 建 立 &姊 妹 峰’

旅游协作联盟 $!$$&%

板块式主题
协作地在 地 域 上 连 成 一 片!组 织 性

强!形成一体共生无障碍旅游区

宁杭高速公路沿 线&&个 县 市 区 组 织 的 &宁 杭

生态旅游带’城市协作联盟 $!$$%%

!"#!基于地域联系的视角

!!协作模式可分为近邻协作)中程协作与远程协作(近邻协作是由于地域紧邻!协作地

在社会生活)文化背景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如 &太行山,,,中华民族之脊梁’的主题旅游

联盟品牌(中程协作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联系性!但又属于不同地域的旅游地通过相同的

主题!形成联盟(远程协作的各旅游地之间联系缺乏!地缘上也 不 相 接!空 间 上 呈 分 散

状!但具有相同主题(如极点城市 &四极’旅游同盟(

!"$!基于主题类型的视角

!!协作模式可分为资源型)文化型和概念型(资源型主题协作是以同质或同类资源 $如

古城)牡丹等%为媒介进行整体运作(文化型主题协作则以同一文化为主题进行旅游协作

营销(概念型主题是以某一知名度高)有特殊文化背景的词语或概念为协作主题!巧妙地



&::%! 地!!理!!研!!究 !"卷

将协作地连为一体(如取材于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概念"&五岳联盟’和 &华山论剑’(

!"!!基于空间结构的视角

!!按地理学的空间结构组织形式!协作模式可分为"核心边缘型)点轴 发 展 型 和 网 络

型(核心边缘型包括单核辐射型和多核辐射型(前者如以厦门为中心的闽西南旅游圈#后

者如周庄)同里)甪直)西塘)乌镇和南浔为核心的世界文化遗产 备 选 项 目 江 南 水 乡 古

镇(点轴发展型包括双核共扼型和空间走廊型(前者如沈阳大连协作联盟和徐州连云港协

作联盟!后者如重庆渝西经济走廊旅游协作联盟(网络结构型以多元化的旅游资源和高度

融合的旅游市场为基础使该区域旅游合作呈现网络结构!如以上海为旅游中心 城 市!杭

州)南京)苏州为次中心!其他城市为重要节点的长三角梯级网状区域旅游网络(

!"<!基于空间形态的视角

!!协作模式可分为文化线路型)非板块式和板块式(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

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

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

人们的交 往!代 表 了 多 维 度 的 商 品)思 想)知 识 和 价 值 的 互 惠 和 持 续 不 断 的 交 流

$[6(1/)%*!!+(非板块式主题协作是指由于空间上的不连续或旅游资源品味较低!协作

只践行在几个方面!使得主题知名度或影响力仍局限于以各旅游地为中心的较小的范围

内!在空间上呈零散状态(板块式主题协作由于协作条件优越!旅游主题在认知空间上的

辐射范围大!以至连成一片形成板块状!这是主题旅游协作模式发展的理想模式*!<!!:+(

:!运河文化主题旅游协作联盟的构建

!!京杭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流经津)冀)鲁)苏)浙等省市的!$多个地市(它

开凿于中国诸侯割据的公元前=世纪 $春秋末%!拓展于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走向强盛的"
世纪 $隋%!贯通于少数民族统治的&<世纪 $元%(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它一直是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的南北物资运输通道!并作为区域水系骨架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

该地区众多城市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运河作为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人类工程遗产和

文化线路!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地区社会)文化)经 济 发 展 历 史 的 重 要 记

录)见证和载体(其在促进我国古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吸纳沿线各具特色的地域景观的

文明成果!积淀形成了内涵深厚)千姿百态的运河文化(其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为构成运河

各遗产元素的文化意义!更体现为作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线路的文化意义(鉴于运河文化

主题旅游在京津和苏锡常杭等城市的旅游战略体系中地位相对较低!运河文化主题旅游经

济效益比重相对较小!以及济宁市南旺至天津段运河干枯无法通行等!考虑研究地域的连

续性等因素!论文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沿运河地域苏鲁两省的扬州至济宁段作为运河

文化主题旅游协作联盟的核心区域进行研究(协作联盟成员界定为山东省的济宁)枣庄和

江苏省的徐州)宿迁)淮安和扬州共#座地级城市(

<"#!运河文化资源与旅游发展状况

!!运河$扬州N济宁段%共有: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暨国家=+级旅游

景区&处!国家:+级旅游景区&$处!<+级景区&<处!!+级&"处!&+级&处等(

<"#"#!运河文化景观资源 %扬州R济宁段&系统结构!运河文化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

中产生)累积)演化)传播的!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变革中!其相关文化元素和文化景观不

断演化!有的存留)有的变质)有的彼此融会!有的消亡或再生(运河文化传承汇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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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约到丰富(从区域的视角看!运河苏鲁区段!既是北部齐鲁文化与南部江淮文化)吴越

文化联系通道)交融通道!也是历史上中原文化向南方传播的主要扩散通道之一!运河成

为齐鲁文化N楚汉文化N吴越文化空间文脉整合的载体(从自然景观的视角!沿运河苏鲁

区段正是从北方山丘文化向南方江河湖泊文化的转承过渡区段!自然景观渐行渐变!文化

内涵渐变!过渡特色鲜明(通过 &运河文化’主题!能够实现区域资源整合)文化线路整

合和文脉整合(运河文化景观资源可以在 &千年运河)世纪风情’这一主题下通 过 文 化

系)文化丛和文化景观<个层次来进行系统解构 $表!%(
表$!运河文化景观 %扬州R济宁段&系统结构

%&’"$!FA/04,&0-)/012)0214*3)&+&6)26021&6&001&)0-*+/31*,\&+8G9*20*]-+-+8-+H9-+&

文化系 文化丛 文化景观$举例%

名人遗踪遗迹

圣人文化 曲阜明故城旅游区$世界文化遗产暨国家=+景区%)邹城孟庙孟府旅游区$:+%

伟人文化 淮安市周恩来纪念馆$:+%)扬州江泽民故居

将王文化 徐州戏马台$<+%)淮安韩侯故里景区$!+%)宿迁项王故里)乾隆行宫

名人文化 台儿庄李宗仁史料馆$!+%#徐州李可染故居

古城古镇

遗存及风貌

文化名城 扬州)淮安)徐州)济宁

运河古镇 瓜洲古渡镇)江都邵伯镇)宿迁皂河镇)新沂窑湾镇

历史遗迹 徐州龟山汉墓$<+%)楚王陵

山水胜迹

山岳景观
马陵山景区$:+%)峄山名胜区$<+%)抱犊崮国家森林公园$<+%)

熊耳山国家地质公园$!+%)嶂山森林公园$!+%)铁山寺国家森林公园$<+%

湖泊景观
瘦西湖公园$:+%)云龙 湖 风 景 区$:+%)水 泊 梁 山 风 景 区$<+%)茱 萸 湾 风 景 名 胜 区

$<+%)邵伯湖风景旅游区$!+%

湿地景观 微山湖湿地)骆马湖湿地)洪泽湖湿地

园林建筑

盐商园林 扬州个园$:+%)扬州何园$:+%

寺庙观庵 扬州大名寺$:+%)枣庄甘泉禅寺$&+%

现代园林 楚秀园$!+%)清晏园$!+%)桃花坞公园$!+%)勺湖园风景区$!+%

红色纪念地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园林$:+%)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地域风情

菜系美肴 运河船菜#淮扬菜系#鲁菜

节庆活动 徐州汉文化国际旅游节)烟花三月扬州节)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

民间文化 徐州斗狗)船上拔河)运河赛舟

传统艺苑 扬州雕版印刷博物馆$:+%)汉陵苑$<+%)曲阜六艺城$<+%)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

乡野景观 枣庄石榴园风景名胜区$<+%)枣庄山亭区红枣农业旅游区$!+%

<"#"$!运河文化旅游 %扬州R济宁段&发展状况!运河文化旅游 $扬州N济宁段%的发

展尚处于低级阶段!旅游业的总体发展水平与运河文化的历史地位严重不符(一方面运河

文化景观在各个城市旅游资源体系中的地位差异较大!导致沿运河城市旅游发展重点和导

向不同#另一方面沿运河城市旅游协作联盟尚未建立!沿线城市对运河文化资源的整合利

用不够)发展战略目标不明确)市场培育也不足!旅游产品体系不够丰富(致使旅游者数

量和旅游消费收入分别在苏鲁两省中比例较低 $表<%(济宁市国内旅游人数和国内旅游

收入在全省中的比重不足&$>!而这其中还主要得以于世界文化遗产地曲阜三孔的贡献!
运河文化景观旅游比例更低(枣庄市国内旅游收入比重在全省不足!>!位列全省&"个

地市最后(江苏的徐州市)宿迁市)淮安市和扬州市国内旅游收入在全省中的比重均不超

过#>!而以运河旅游开发为主导的宿迁市不足全省&>!淮安市仅仅占全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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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沿运河 %济宁R扬州段&城市旅游发展概括

%&’"!!Z4746*B,4+0*321’&+0*21-/,&6*+8:1&+.H&+&631*,\&+8G9*20*]-+-+8-+H9-+&

地区
全市国内

旅游人数

占全省

比重

国内旅游

收入$亿元%

占全省

比重

全市入境

旅游人数

占全省

比重

入境旅游收

入$万美元%

占全省

比重

济宁市 &!&:5<" %5#&> "%5"< %5$%> &$:$<& #5"&> !#$!5%% <5<:>

枣庄市 <&"5:= !5!=> &=59= &5#:> <"$# $5!:> &&<5!< $5&=>

徐州市 99<5# =5""> "#5% :5"!> "5< &59<> =#="59 !5=$>

宿迁市 &%!5: &5$#> &$5! $5#<> $5" $5&9> =!<59 $5!<>

淮安市 =:959 <5&9> <:5# !5&<> !5! $5=%> &<!&59 $5=%>

扬州市 &&&<5& #5:#> 9!5: =5#%> !<59 #5<!> &=&"#5" #5"!>

!资料来源"据/江苏省统计年鉴!$$"0/山东省统计年鉴!$$"0整理(

<"$!运河文化 %扬州R济宁段&主题性旅游协作联盟的构建

!!运河文化!地域相连!主题鲜明!扬州至济宁段虽跨越苏鲁 两 省!但 地 域 内 习 俗 相

似!自古以来区域间就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贸易)文化往来和社会联系(在当前南水北调工

程全面实施和运河申报世界遗产之际!运河文化主题旅游协作联盟的构建就尤为迫切(

<"$"#!凝炼运河文化主题)建设协作组织体系!主题是旅游协作的纲领)旅游联盟缔造

的旗帜(运河纵贯南北!构成独特的自然风情!孕育浓郁的线形文化景观!被誉为 &古代

文化长廊’)&古代科技库’)&名胜博物馆’)&民俗陈列室’!其历史遗存是研究中国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变迁的价值载体(运河沿线不同城市的资源特色虽有一定差异!但均依

托 &运河文明’背景而产生和存在的(据我们对苏鲁两省的旅游消费者的抽样调查!沿运

河城市旅游地的资源吸引主题分类!引导消费者的资源主题集中于 &文物古迹’)&民俗风

情’类文化资源 $图!%(根据表!的系统解析!通过文化系)文化丛的整合!运河沿线

旅游文化景观均可凝聚于 &千年运河)世纪风情’文化主题(

图!!运河 $扬州8济宁段%城市吸引旅游者的资源主题调查

?@A5!!XIJKGF@LEBC7JQ3HBCMGDGFFCGLF@3DEG43DA’CGDU/GDG4HC3K ĜDA\I3BF3V@D@DA@D/I@DG

!!运河文化主题性协作联盟的构建须以协作组织体系建设为先导(首先!建议建立制

度化的区域协作协调机构,,,沿运河旅游协作协调委员会!负责协作联盟的研究策划)统

筹规划)联系沟通)指导实施)信息服务)政策法规咨询等工作(其次构建政府)旅游企

业和非政府旅游组织$行业协会%&三位一体’的协作主体(政府致力于为旅游企业提供良

好的竞争秩序和发展环境!为非政府旅游组织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企业是区域旅游协作

的真正主体!激励企业通过横向联合和纵向兼并!通过企业内部或企业之间的地域分工!
通过同类企业或不同类企业间的协作等!构造协作体系!实现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管理



!#期 沈!山 等"主题性旅游协作联盟及其构建,,,以运河文化主题协作联盟为例 &:=&!

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发展行业协会!承担行业服务)行业自律)行 业 代 表 和 行 业 协 调 的

职能(

图<!运河文化主题整合模式

?@A5<!.DFJACGF@3DOGFFJCD3HLGDG4LB4FBCG4FIJKJ

<"$"$!整 合 物 化 运 河 文 化)联 合

营销运河旅游品牌!文化主题性旅

游产品更强调主题的明确 性)特 色

的鲜明性(文化本身由若干 个 文 化

丛和文化景观构成复杂的层次网络

体系(若单纯强调 文 化 主 题!会 造

成旅游文化开发的单薄!而 过 分 注

重文化景观!又难以使旅游 者 形 成

完整)明晰的 文 化 体 验(所 以!在

运河文化的利用过程中!核 心 是 协

调文化主题鲜明性与文化内容丰富

性之间的关系!发挥文化主 题 对 旅

游开发起到 &点化’和 &整合’的

作用(&点 化’即 赋 予 文 化 资 源&灵

气’与&活力’!使其充满特色!更具

活力!是文化资源开发具有 深 度 效

应# &整 合’即 将 一 种 文 化 理 念 贯

穿于看似孤立)分散的景点!&景 散

意连’!使旅游开发具有整 体 效 应(
其次是将运河文化物质化)形式化!并将各地文化资源捆绑成系!联合营销!打造运河文

化旅游品牌(如"联合制作运河文化旅游手册#利用影视作品再现运河灿烂文化#值运河

申遗之际!各种媒体对大运河进行专题报导!尽快唤醒全民的 &运河身份’意识 $图<%(

<"$"!!组织主题旅游产业集群)完善运河旅游产品体系!旅游产业发展需要新的发展观

念!创意 $/CJGF@7J%!融 合 $/3D7JCAJDLJ%!链 条 $/IG@DE%)协 同 $/3DL3CUGDLJ%)集

群 $/4BEFJC%是现代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模式*!#+(组织主题旅游产业集群!完善运河旅游

产品体系至关重要(运河文化主题产业集群!通过对沿运河城 市 的 文 化 资 源)市 场)环

境)制度等动态集成!内部结构重组和功能的创新(核心产品包括运河观光游)运河人家

游)运河访古游)运河度假游)宗教文化游)运河风情游等!古迹古民居水乡风情与新景

观新建筑现代风貌统一的以水文化为核心的的 &人居生活环境风情’图(

<"$"<!构筑服务中心R核心区域R精品线路的空间组织体系!三大服务中心"扬州)济

宁)徐州(扬州!&苏北门户’!是世界上最早)中国唯一与运河同龄的运河城市!也是上海经

济圈和南京都市圈的节点城市(扬州旅游服务中心之一!向南可接纳苏南)上海等地区的

旅游流!向北可作为开发苏鲁段运河旅游的前沿阵地和传导区域(济宁!&孔孟之乡)运

河之都’!是连接华北华东两大区的重要通道!孔孟文化)水浒文化)自然风光兼备!承

载着来自京津旅游圈)滨海旅游圈的旅游流!是北方新兴的区域中心城市(徐州!地处淮

海经济区中心!陇兰经济带上五大中心城市之一(以新亚欧大陆桥为纽带!向东联系滨海

旅游区!向西吸引丝绸之路的中西线游客东移!为运河中段的旅游腹地引入充足的客源(

!!两大核心区域"扬州N淮安核心区域)济宁N梁山核心区域(前者以扬州为旅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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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运河文化主题旅游空间组织体系示意图

?@A5:!W@GACGKEI3P@DAEOGF@G43CAGD@\GF@3D

EQEFJK3HLGDG4LB4FBCG4FIJKGF@LF3BC@EK

中 心!运 河 文 化 主 题 下 的&园

林)美 食)节 庆)休 闲’产 品 特 色

体系(形 成 古 运 河 风 光 游 览 线)
淮扬美食修学旅游线)古巷古 街

故宫 风 情 旅 游 线 等#将 淮 安 统

领的三河 自 然 景 观 与 总 理 故 居)
韩信 文 化 景 观 结 合!构 筑 新 文

化旅 游 空 间(后 者 以 济 宁 为 旅

游服 务 中 心!紧 扣&运 河 之 都’
主题 形 象!以 西 部 运 河 文 化 为

主导的 市 区 为 重 心!联 结 曲 阜)
邹城 孔 孟 文 化 旅 游 区)梁 山 水

浒文 化 旅 游 区 及 微 山 地 区 风 光

旅游 区!架 构 一 重 心)三 核 心

的北部旅游新格局$图:%(

!!三 条 精 品 旅 游 路 线"运 河

名城观 光 游)运 河 文 化 访 古 游)
运河 度 假 美 食 游(运 河 名 城 观

光 游"扬 州N徐 州N济 宁(运

河文 化 访 古 游"扬 州N淮 安N
宿迁N徐州N台儿庄N济宁(以探索运河历史文化古迹为主!包括沿运河的古城镇)古典

园林)古桥)古街)古民居)古码头)古塔)古寺)古文化遗址等(游客可以坐古船!着

古装!寻古迹!体验不同时代风情(运河度假美食游"该区淮扬菜系)齐鲁菜皆属为我国

%大菜系之二(以 度 假)品 尝 美 食 为 目 的!开 发 以 微 山 湖)骆 马 湖)洪 泽 湖 等 旅 游 度 假

区!自然山水)美食风情与运河故事结合(

<"$">!形成市场主导(政府推动的协作保障机制!主题性协作联盟是一个跨行政区域的

经济合作体!政府与企业的目标多重性导致二者间存在多重博弈关系(要实现协作联盟的

运行顺畅!就需构筑区域多重利益主体的 &共同远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发挥行

业协会)企业组织)旅游者组织的作用!建立完善的协作保障机制(如!旅游线路的设计

须由具备高度市场敏感性的企业来运作#公众参与下的联盟协作近期实施性)中长期和远

景规划#多部门合作下的可操作性的联盟协议#基于价值链构建的利益分配体制等(

<"$"Q!打造沿河城市旅游协作的信息支撑平台!完备的旅游信息可从一个新的层面去改

进传统的旅游产品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潜在旅游者可通过互联网选择)组织自己的旅

游目的地#旅游企业通过互联网得到用户的需求!针对需求生产相应的旅游产品(沿运河

以文化景观游为主!是高度适合自助式旅游的区域(自助式旅游对旅游信息的依赖程度更

高#通过互联网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可以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在统一品牌)统一

价格)统一服务)统一承诺的基础上进行连锁经营!通过产品推介网站的实时预定分配系

统开展;!/的旅游电子商务(所以!打造与运河文化旅游品牌形象相一致的)实时和实

效性的)综合性的旅游信息支撑平台!并与青岛)上海)南京)苏州等热点旅游城市的旅

游网链接!是协作联盟的重要部分(



!#期 沈!山 等"主题性旅游协作联盟及其构建,,,以运河文化主题协作联盟为例 &:=<!

=!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不同的主题性旅游协作联盟的研究!可以看到主题性协作联盟是在一个

比较明确主题下的区域协作发展战略模式!其构建可不受地域的限制和行政界限的约束!
协作主体可以是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或企业与企业(常见的是由政府倡导!企业参与

的联合营销(联盟是以主题来整合资源!产生注意力经济效应和共生营销品牌!通过主题

旅游产业集群!实现战略目标的组织模式(其突破传统的接待要素发展模式!是从资源实

体营销进入时代进入主题观念营销时代的一种主题统率下的 &资源,市场,文化N产业集

群’一体化发展模式!成为现代旅游业发展的新思路和基本趋向(

!!论文以运河文化主题协作联盟的构建为案例!在分析运河文化系统结构基础上!提出

运河文化主题整合模式(确立 &千年运河!世纪风情’的战略主题!以及协作联盟必须具

备的组织体系)品牌营销)产品体系)保障机制)信息平台等!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运河文

化主题协作联盟的框架(这不仅丰富了旅游文化和旅游战略理论的发展!而且对运河文化

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更具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bG4GAJC+c1FGAJE@DFIJJL3D3K@LA43MG4@\GF@3D3HF3BC@EKc+DDG4E3HX3BC@EK*JEJGCLI!!$$"!<:$!%":<"!:="c
*!+!马晓冬!司绪华!朱传耿c&99$年代以来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研究进展c人文地理!!$$"$:%"&#!!$c
*<+!VGDKG4X;!’JF\Wc/344GM3CGF@3DFIJ3CQGDUL3KKBD@FQF3BC@EKO4GDD@DAc+DDG4E3HX3BC@EK*JEJGCLI!&99=!!!

$&%"&%#!!$:c
*:+!?GAJDLJYc*JA@3DG4F3BC@EKL33OJCGF@3Dc+DDG4E3HX3BC@EK/383OJCGF@3D!&99#!!<$<%""&"!"!$c
*=+! 3̂BDA.c,BM4@L8OC@7GFJEJLF3CL33OJCGF@3D"(DIGDL@DAF3BC@EKL3KOJF@F@7JDJEEc+DDG4E3HX3BC@EK*JEJGCLI!!$$!!

!9$!%"="<!=":c
*#+!-BQMJCEX!;JDDJFFVc.DFJC8H@CKL33OJCGF@3DGFDGFBCJ8MGEJUF3BC@EKUJEF@DGF@3DEcV3BCDG43H13L@38(L3D3K@L!

!$$<!<!"="&!=%"c
*"+!;BIG4@EWcYGCSJF@DAFIJL3KOJF@F@7JUJEF@DGF@3D3HFIJHBFBCJcX3BC@EKYGDGAJKJDF!!$$$!!&"9"!&&#c
*%+!/IJD- Y!XEJDA/-cXIJOJCH3CKGDLJ3HKGCSJF@DAG44@GDLJEMJFPJJDFIJF3BC@EK@DUBEFCQGDULCJU@FLGCU@EEB8

@DAMGDSE@DXG@PGDcX3BC@EKYGDGAJKJDF!!$$=!!#"&=!!:c
*9+!;CGKPJ44;!1IGCKGD+c/344GM3CGF@3D@D43LG4F3BC@EKO34@LQKGS@DAc+DDG4E3HX3BC@EK*JEJGCLI!&999!!#$!%"

<9!!:&=c
*&$+!+CGBb30Yc,GCFDJCEI@OGDUCJA@3DG4F3BC@EK@D;CG\@4c+DDG4E3HX3BC@EK*JEJGCLI!!$$!!!9$:%"&&<%!&&#:c
*&&+!+GE/!0GUS@D+!?4JFLIJCVc1FGSJI34UJCL344GM3CGF@3DGDUIJC@FGAJKGDGAJKJDFc+DDG4E3HX3BC@EK*JEJGCLI!

!$$=!<!$&%"!%!:%c
*&!+!史春云!张捷!沈正平!等c区域旅游竟合研究进展c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9c
*&<+!薛莹c!$世纪%$年代以来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研究综述c人文地理!!$$<!&%$:%"!9!<:c
*&:+!赵飞!李新!彭华c区域旅游协作"实质)影响因素与组织形式c特区经济!!$$#$9%"!<!!!<:c
*&=+!彭华!赵飞!王华c关于主题旅游协作网络建 设 的 探 讨,,,以&霞 客 行’旅 游 网 络 为 例c热 带 地 理!!$$"!!"$=%":"!

!:"#c
*&#+!杨荣斌c区域旅游合作结构模式研究c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9=!9%c
*&"+!吴军c中国区域旅游合作时空演化特征分析c旅游学刊!!$$"!!!$%%"<=!:&c
*&%+!史春云!张捷c游客感知视角下的旅游地竞争力结构方程模型c地理研究!!$$%!!"$<%""$<!"&:c
*&9+!王维艳!林锦屏c跨界民族文化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共生整合机制c地理研究!!$$"!!#$:%"#"<!#%:c
*!$+!黑川纪章c黑川纪章c郑时龄!薛密 编译c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c&99"c
*!&+!-GPS@DE?Wc+OC3FJLFJUGCJGEJL3F3BC@EKL3KOJF@F@7JL4BEFJCGOOC3GLIF3LGFG4Q\JM@3U@7JCE@FQL3DEJC7GF@3DGDU



&:=:! 地!!理!!研!!究 !"卷

JL3D3K@LAC3PFI@D;B4AGC@GcV3BCDG43H1BEFG@DGM4JX3BC@EK!!$$:!&!$<%"!&9!!::c
*!!+!姚雅欣!李小青c&文化线路’的多维度内涵c文物世界!!$$#!$&%"9!&&c
*!<+!刘琴c主题旅游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c同济大学博士论文!!$$#c
*!:+!牛江艳!曹荣林!杨新军c跨省区域旅游合作研究,,,以陕甘豫三省为例c人文地理!!$$"!$&%"!%!<<c
*!=+!李伟!俞孔坚!李迪华c遗产廊道与京杭大运河整体保护的理论框架c城市问题!!$$:!$&%"!%!=:c
*!#+!王慧敏c旅游产业的新发展观"=/模式c中国工业经济!!$$"!$#%"&<!&9c

Z4746*B,4+0/01&0&84,*3094094,&0-)0*21-/,
)*66&’*1&0-742+-*+"I)&/4*3094:1&+.
H&+&6H260214H*66&’*1&0-74M+-*+

1-(61IGD&!!!1-(6dIJDA8O@DA!!1[6_B8HGDA!!Y+_@G38U3DA!!+6 B̂<

$&5[CMGDGDU*JA@3DG4,4GDD@DAWJOGCFKJDF!6GDb@DA[D@7JCE@FQ!6GDb@DA!&$$9<!/I@DG#

!5/344JAJ3H[CMGDGDU(D7@C3DKJDF1L@JDLJE!_B\I3B63CKG4[D@7JCE@FQ!

_B\I3B!!&&&#!/I@DG#<5-BG@IG@WJ7J43OKJDF*JEJGCLI.DEF@FBFJ!_B\I3B!!&&&#!/I@DG%

I’/01&)0"Z@FIFIJCGO@UUJ7J43OKJDF3HFIJF3BC@EKL3DEBKOF@3D!F3BC@EKUJEF@DGF@3DIGE
MJJDMC3SJDFIC3BAIFCGU@F@3DG4UJ7J43OKJDFOGFFJCD3HI3EO@FG4@FQGDULIGDAJUHC3KCJ8
E3BCLJGDUOC3UBLFKGCSJF@DAJCGF3FIJKGF@LL3DLJOF@3D KGCSJF@DAJCGcX3L3DEFCBLF
F3BC@EKL344GM3CGF@7JBD@3DGDUF3OC3K3FJFIJUJ7J43OKJDF3HFIJ@DUBEFC@G4L4BEFJCIGE
MJJDGD@KO3CFGDFEFCGFGAJK3HF3BC@EKUJ7J43OKJDFc+EGDJPK3UJ3HF3BC@EKL344GM3CG8
F@3D!FIJKGF@LF3BC@EKBD@3D@EH3BDUJU3DFIJE@K@4GCEOGF@G4OJCLJOF@3D!K3UJCD@DH3CKG8
F@3DFJLID343AQGDUBD@H3CK MCGDU KGCSJF@DAc+FFJDF@3D(L3D3KQXIJ3CQ!.DFJACGFJU
1QKM@3E@EXIJ3CQGDUX3BC@EK.DUBEFC@G4/4BEFJCXIJ3CQGCJFIJMGEJE3HFIJFIJKGF@L
F3BC@EKBD@3Dc;GEJU3DFIJGDG4QE@E3HK3CJFIGD!$JRGKO4JE3HF3BC@EKBD@3D!FIJFQOJE
3HFIJKGF@LF3BC@EKL344GM3CGF@7JBD@3DGCJEBKKGC@\JUHC3KH3BCOJCEOJLF@7JE3HAJ38
ACGOI@LG44@DSGAJ!FIJKJEFQ4J!EOGF@G4EFCBLFBCJGDU3CAGD@\GF@3DH3CKcXGS@DAFIJ’CGDU
/GDG4HC3KV@D@DA@D1IGDU3DAOC37@DLJF3 ĜDA\I3B@DV@GDAEBOC37@DLJGEGEFBUQGC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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