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旅游一体化背景下的小城市
与大中城市旅游联动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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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区域旅游一体化蓬勃开展，大中城市享受到一体化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此同时，小城市旅游发展

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它们在旅游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应如何发展？本文借鉴核心边缘理论，提出了小城市与大

中城市旅游联动发展的概念，以溧水为例，在文脉共性承接与个性突破和旅游资源潜力挖掘分析的基础之上，

提出以大中城市为首要客源市场设计旅游产品、构建旅游廊道、联合旅游营销、完善旅游基础设施等’ 条联动发

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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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旅游的纵深发展，一盘棋大旅游思想正逐渐得到业内人士的重视，区域旅游一体化在我国尤

其东部地区蓬勃开展( 如长江三角洲地区，!##U 年《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合作（杭州）宣言》的签署为长江

三角洲城市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基础平台(《以承办“世博会”为契机，加快长江三角洲城市联动发展的

意见》又使各城市充分享受到旅游一体化发展带来的机遇( 与此同时，出现了新的亟待解决的课题，即小

城市旅游发展的问题( 仍以长三角为例，长三角是中国城镇最密集的地区，大中小城市 *" 座，建制镇近

" *##个( 目前长三角大旅游发展以 "* 个大中城市为主体展开，众多小城市（包括所辖建制镇）的旅游资源

与客源都处于弱势，那么在区域旅游一体化背景下它们应如何发展呢？本文在实地考察基础上尝试提出

小城市与大中城市旅游联动发展，以溧水为例，研究与南京的旅游联动发展战略(

GH 小城市与大中城市旅游联动发展理论

GI GH 涵义

& & 小城市与大中城市旅游联动发展，包含旅游联合与牵动之意，是分析小城市与大中城市的旅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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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自身优势和潜力，分析共性与差异，与大中城市旅游发展接轨，依托大中城市寻找发展机会，以大中城

市为跳板使小城市脱颖而出! 小城市与大中城市旅游联动发展既可以在同一行政区内进行，也可以是跨行

政区的!
小城市与大中城市的旅游联动发展不等同于区域旅游联动发展! 我国的学者往往就不同区域的旅游

联合发展问题提出构想，“旅游联动”、“旅游联合”、“旅游合作”等虽表达不同，所指都是同一议题，而且

进行的研究大都是在大中尺度地域上进行，例如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泛珠江三角洲、川黔渝三角旅游

区等，目的是要打破传统行政界限对大旅游圈构建的束缚! 可见，区域旅游联动发展着眼于大中尺度区域

整体，通过资源和市场共享，开发差异化旅游产品，形成整合优势，以同一旅游形象参与竞争，进而增强区

域旅游整体吸引力，从而使区域内各旅游地凭借整体力量求得在更大空间上的发展［"］，因此是在一个大

中区域中进行的宏观联动模式! 本文所提出的小城市与大中城市旅游联动发展，是在小城市所辖的相对小

尺度范围内进行，依托大中城市，着眼小城市本身，可看作是区域旅游联动发展的组成部分! 二者都是要通

过联动发展，将旅游业内部竞争转化为外部竞争，以实现旅游业的协调健康发展为目的，因此在本质上并

不矛盾!
!" #$ 理论依据———核心边缘理论

核心边缘理论模式［#］是美国区域规划专家弗里德曼完整提出的! 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由核心区

和边缘区所组成! 因此，任何不同尺度的旅游空间结构基本上都可以简化为核心———边缘结构［$］，大、中、

小不同尺度的区域也都各自符合核心 % 边缘结构模型的特点!
大中城市是地域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因素的集中地，占据旅游资源与旅游客源的主导地位；小城市是

边缘区，受到大中城市的控制，依赖大中城市! 大中城市随着经济发展，旅游业发展能力和活力向边缘区小

城市扩散，这一过程会加强大中城市的主导地位，同时也牵动边缘区小城市旅游业发展，使小城市与大中

城市的旅游空间关系不断变化，旅游空间结构逐渐调整，最终达到小城市与大中城市的空间一体化!
核心边缘理论为小城市和大中城市旅游联动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小城市和大中城市应是优势互补、合

作共赢的旅游空间关系，二者既联合又牵动，这是小城市在区域旅游一体化背景下的重要空间战略举措!

#$ 溧水与南京旅游联动发展基础研究

溧水隶属于南京市，位于长江三角洲西南部! #&&" 年以来溧水旅游业发展加快，#&&$ 年游客达 #’ 万

人，旅游总收入 "( ’" 亿元，但只分别占南京接待人数和旅游总收入的 "( ") 和 &( *) ，在市场竞争中地位

不利!
#" !$ 文脉共性承接与个性突破

文脉是旅游地本身第一性的［+］! 研究小城市与大中城市的旅游联动，要从分析小城市文脉入手，目的

在于建立与大中城市旅游联动的文化纽带，承接共性的同时树立个性! 共性的文化联系是不易割断的，有

文化纽带相连，小城市才能从本质上融入到城市旅游体系之中! 小城市文化是动态发展的，文脉个性突破

以互补为特征，是旅游开发创新的源泉，新的文化不断与传统文化融合、渗透，才会形成具有深厚文化底蕴

的新旅游产品，而新旅游产品的推出正是小城市与大中城市旅游联动发展的必备条件!
#( "( ", 文脉共性承接分析

（"）吴越文化：溧水与南京同处长三角地区，都以吴越文化为主体，受数千年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和人

文环境的影响，形成了柔、雅、细的共同个性特征［’］!
（#）源头文化：溧水素有“秦淮源头”之称! 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秦淮“市井文化”在南京有着深厚

旅游文化底蕴，与现代人的溯源情怀一致!
（$）明文化：南京明孝陵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明文化见长；溧水宋瑛墓，在形制规模及历史文化价值方

面虽次于明皇陵，但仍具有代表意义，且保存完好，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可视为南京明文化的一脉!
由此可见，溧水多条传统文脉都与南京有着渊源，文化一脉相承是旅游联动发展的关键要素!

#( "( #, 文脉个性突破分析

溧水可选择无想文化作为个性突破点! 无想寺旅游度假区由佛家禅语“无念无欲，为大境界”命名，无

想为佛教中的至高境界，由此演化出独特的“无想”文化，即放下心灵包袱无所想，回归自然而又无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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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此为自由心灵的源头，倡导积极体验的新型旅游精神!
溧水无想文化抓住溧水作为南京母亲河源头的特殊之处，把“源头文化”深化为“心灵之源”，符合现

代城市旅游者的旅游审美倾向，与南京的都市旅游环境形成对比! 可赋予溧水鲜明的独特性，吸引旅游者!
可见，吴越文化与明文化是溧水与南京旅游联动发展的文化基础，而“源头文化”与“无想文化”则可

作为溧水旅游的亮点，据此设计溧水的旅游形象（表 "）!
表 !" 溧水与南京旅游联动形象分析及理念塑造

南京 溧水

分析

文脉
秦淮“市井文化” 秦淮之源，南京母亲河

六朝古都，十代都会 无想文化，现代都市人心灵驿站

旅游资源
与六朝文化、明清文化、民国文化有关的人文 自然风貌

旅游资源为主 农业田园风光

结论 旅游形象

历史文化名城

博爱之都

世界第一城垣

秦淮源头，城市第二居所

“无想”意境，田园休闲度假社区

#$ #" 旅游资源潜力挖掘分析

旅游资源是小城市与大中城市旅游联动发展的基础! 溧水县三级及以下旅游资源占 #$% ，四级旅游

资源只有 "" 个，没有五级旅游资源，缺乏精品旅游资源! 而且目前旅游资源开发程度普遍较低，只有 &"%
已经开发，多集中于傅家边、天生桥、东屏湖等景区，以观光旅游与农业旅游为主，开发层次尚未深入，效益

低，旅游产品体系不完善! 可见溧水旅游资源和产品品质在整体上较差，必须首先要寻找相对优势旅游资

源才能与南京旅游业联动发展!
天生桥鬼斧神工，撼人心灵，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有 ’(% 的知名度；傅家边是南京旅游农业专业村，

已初具规模，多次举办旅游节庆活动，是中国南京国际梅花节的分会场，具有与南京农业旅游衔接和竞争

的基础，知名度 )$% ；无想寺风景区“无想”主题标新立异，现正兴建，自然环境良好，佛教氛围浓厚，开发

潜力大，知名度 &&% ! 可见天生桥 胭脂河风景区优势较为集中，傅家边和无想寺虽然知名度相对低，但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这三者应作为与南京旅游联动发展的重点风景区进行开发!

%" 溧水与南京旅游联动发展战略研究

%$ !" 以大中城市为首要客源市场设计旅游产品

* * 小城市是城市旅游的组成元素，由于受到大中城市无形抑制，一般情况下难以独立吸引大中尺度旅游

者! 我国开展旅游一体化区域，不仅优势旅游资源的丰度和密度相对高，而且区域经济实力雄厚，旅游业

发达! 因此区域内大中城市不仅是旅游目的地，还是旅游客源地，区域内旅游者流动性较大! 据国内学者研

究，上海地区 +$, +% 的客源来自于长三角地区，江苏省为 $$, $% ，浙江为 ’#, (% ，即长三角地区游客平均

有) - &来自区域内；环渤海区域半数以上客源来自区域内流动［$］! 区域内旅游者的强流动性为小城市与大

中城市联动发展提供了机遇! 小城市与大中城市地理区位临近，城市风貌多有不同，更加贴近自然，因此会

成为大中城市居民短途旅游的首选! 所以，小城市必须要把大中城市作为自己的首要客源市场!
溧水是南京的南大门，有着与南京旅游联动发展的优越区位! 但是课题组对溧水旅游市场调查的数据

统计显示，$+% 的客源来自本地，南京旅游者只占 &.% ! 由此可见，溧水必须要分析南京旅游市场的需求，

扩大南京游客的比重，才能实现与南京的旅游联动发展! 图 "、) 分别显示出南京旅游者感兴趣的旅游类型

和希望购买的旅游产品，据此设计天生桥、无想寺和傅家边三个主要景区的旅游产品!
（"）天生桥风景区：集合历史与现代的旅游元素，打造时尚休闲度假! 可利用独特红色胭脂石制作胭

脂扣等工艺品! 在有“石头城”之称的南京近郊推出胭脂石，既是对南京雨花石的补充，又可构成竞争!
（)）无想寺风景区：着重塑造无想度假休闲空间! 可建设天池露营地，向游客提供无想清心素斋等!
（&）傅家边风景区：建设现代休闲农业区，开展四季农业旅游节庆，举办母亲节等天伦之乐系列活动!

%$ #" 构建旅游联动廊道

小城市与大中城市地理区位邻近便于旅游廊道的构建! 目前溧水旅游廊道以公路为主，& 条高速公

路和 & 条省道与周围城市相连，县域公路网基本形成以县城为中心干支相连的公路网络，但这还不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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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通畅旅游廊道的要求，因为二级标准以上公路不足 !"# ，大量路段受损，可进入性差；县城与景区及

景区与景区之间的交通连线尚未形成快捷网络，公共交通滞后，各旅游资源之间旅游联系大都不紧密$ 应

充分利用现有的公路条件，发挥交通在培育旅游市场、引导旅游消费中的作用［%］，构建旅游联动廊道，如

表 &$
表 !" 溧水旅游联动廊道构建

溧水内部旅游联动廊道构建

（’）开通县城至各景点景区的旅游专线公共汽车，完善县城交通基础设施；（&）风景区内道路

结合自然，体现人性，使用无污染的绿色交通工具；（!）风景区内陆运交通与水运交通的多样

化，因地制宜使用滑杆、竹筏、独木舟、双人自行车、牲畜车等特种交通工具，把“ 旅”转化为

“游”，相应地延长旅游者游览休闲的时间，增加旅游乐趣$

溧水外部旅游联动廊道构建
（’）开通南京至各景点景区的旅游专线公共汽车；（&）主要饭店、景点、度假村、餐馆等与高速

公路衔接，完善公路沿线配套设施，包括加油站、指示牌、维修服务等$

#$ #" 完善旅游联动发展的基础设施

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是小城市与城市旅游联动发展的保障$ 基础设施薄弱往往是小城市旅游发展的

瓶颈$ 必须考虑到旅游联动效应所带来的游客规模、结构等的变化，完善相关的旅游基础设施就势在必行$
溧水旅游基础设施已经有了一些发展，但是服务设施等尚未形成规模，分布散，因此需要政府部门包括

旅游局、建设局、交通局、环境保护局、农林局等通力合作，消除旅游基础设施方面的障碍，解决后顾之忧$
#$ %" 旅游营销联动措施

溧水应积极向南京的旅游营销靠拢，将旅游产品纳入南京旅游营销系统之中，借助南京城市的旅游影

响力，在市场上打出自己的旅游产品$ 同时，小城市不能忽视推出特色，因为即使是在同一营销体系中的旅

游产品也要面临旅游者挑选的竞争$ 所以，应重点打出文化特色以及与南京文脉紧密联系的旅游形象（见

表 &），因为只有地方的文脉才是其它旅游地不可替代的$
总之，溧水作为南京的一个郊县，从表面上来看，无论是旅游资源的品质还是旅游者的感知度，溧水都

会受到南京的压制而处在阴影之中$ 但是，如果能抓住长江三角洲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机遇，深入挖掘自身

相对优势，寻找与南京联动发展的契机，是可能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 小城市与大中城市旅游联动发

展，虽然与城市的旅游竞争依然存在，但是相对于孤立发展，竞争已经减少，与此同时发展机会较之过去会

大为增加$ 因此，本文认为，小城市与大中城市联动发展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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