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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资源 一旅游资源 一旅游产品 
— — 小议市场经济条件下风景资源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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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45；2．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重庆 401147) 

摘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景区开发应遵循以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指导风景资源向旅游资源 

转化 ，然后在旅游发展规划的指导下 ，将旅游资源开发成旅游产品推向市场的过程。文章 同时 

以奉 节 县天坑 地缝 风景 名 胜 区规 划及旅 游发 展规 划 的 实例 阐明 了上 述观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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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ic Resource，Tour ism Resource and Tour ism 

Pr0duct— — on the Development M ode of Scenic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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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ege of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CU，Chortling 400045，P．R．China；2．Chor~ ng Institute of Planning and Design， 

Chor~ing 401147，P．R．China) 

Abstract：Under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the development of scenic areas must adhere to the regulation that the 

scenic resources must be turned into tourism resour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cenic area planning at first，then the 

tourism resources has to be developed into tourism products directed by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ning ．Meantime， 

in this paper，Fengjie Tiankengdifeng Scenic Area Planning and Fengiie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ning ale taken as 

examples to support this view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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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提出 

了新的要求。在物质文明得到极大丰富的同时，人们把追求的目光转向了精神层面。在这样的条件下， 

旅游在全国各地悄然兴起 ，旅游业也已经成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旅游业是 
一

项综合性的服务行业，它的发展涉及到交通、服务、市政、城建、轻工等多个行业，需要这些部门的配合 

与支持；另一方面，旅游业又是一项消费性的产业，它的发展又带动和促进了上述各个行业的发展，起到 

了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繁荣发展的作用。在当前的形势下，努力开拓旅游市场，积极发展旅游业，对于拉 

动内需，启动市场，带动消费，无疑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风景资源的开发建设，旅游开发的程度和规模依赖于风景资源的数量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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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旅游业，风景资源的开发是前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风景资源开发建设速度加 

快，发展迅速，已建立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已达 119处，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1％。尽管如此，风景资源的 

开发建设还不能满足旅游业迅猛发展的要求，这是由于一方面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起步较晚，因而使风景 

资源的开发相对滞后，尤其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无论在风景资源开发的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处于落 

后的位置；另一方面，旅游主体——游客普遍具有求新求异的心理特点，只有不断挖掘，积极开发新的风 

景资源，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需要。 

风景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我国由于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因而具有丰富的风景资源。从横向 

来看，我国的960万 土地和 30o万 海洋国土纵跨纬度近 50度，形成了明显的气候差异，从东海 

之滨到青藏高原，垂直高差 8 000余m，造就了不同的地貌类型和各具特色的植物垂直分布带。这样得 

天独厚的条件为我们孕育了众多的自然风景资源。从纵向来看，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创造了光辉灿烂 

的人类文明，遗留下来的文物、史迹、建筑、园林等，形成了丰富的人文风景资源。所有这些我们继承下 

来的宝贵遗产，只有对它们积极保护，合理利用，适度开发，才能使这些风景资源在新的形势下发挥作 

用，创造出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诚如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所说的那样：“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许多极具魅 

力的风景资源都处在一些交通不便，区位偏远的地方。交通、区位的劣势往往使得风景资源所在地的社 

会生产发展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因此，开发风景资源，已经成为景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帮助人们 

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需要有更多更新的风景资源推向市场；另一方面，风 

景资源所在地区需要将风景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推向旅游市场，从而达到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由此 

可见，前者是买方，后者是卖方，二者通过市场中介达到各自目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风景资源的开 

发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才能实现转化，达到上述目的。 

具体而言，风景资源的开发必须通过两个阶段的转化，才能达到形成产品，推向市场的目的。首先， 

风景资源必须完成向旅游资源的转化过程，这是风景资源开发的第一个步骤，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 

要先给这两个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1 风景资源向旅游资源的转化 

1．1 风景资源的定义 

风景园林专家张国强先生认为：风景资源“是指能引起社会审美与欣赏活动，可以作为风景游览对 

象和风景开展利用的事物与因素的总称”。“是构成风景环境的基本要素，也是风景区产生环境、社会、 

经济效益的物质基础”。 

1．2 旅游资源的定义 

按照旅游业权威人士王立纲先生的定义，“所谓旅游资源，主要指可供旅游者观赏游览的自然风光、 

历史古迹、革命或建设成就。旅游资源对旅游者是观赏游览的对象，对旅游业是用以招徕的凭借条件。” 

由上面的定义可以看出，二者的内涵极为相似，只是因下定义者的不同身份而使它们带上了各自的 

行业特征。抛开其相同点不讲，笔者只就二者的不同之处加以说明，即“风景资源”强调的是一种具审美 

性的客观存在，而“旅游资源”强调的是可供观光游览的事物，带有人的主观意志在内。风景资源不一定 

就是旅游资源，例如雅鲁藏布大峡谷中蕴藏着的神奇风光，在当前的条件下，还不可能作为旅游市场开 

发的目标，因而最多只能称其为潜在的旅游资源。 

1．3 风景资源的转化过程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风景资源必须经过一个“嬗变”的过程才能成为旅游资源，也即是说要通过制定 
一 个系统优化的行动方案指导风景资源的合理开发建设，从而使其具备一定的游览接待能力后，才能成 

为旅游资源。制定这一行动方案的决策过程，则是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编制。通过总体规划编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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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景资源的性质、特征、作用、价值、利用目的、开发方针、保护范围、规模容量、景区划分、功能分区、游 

览组织以及开发所需的工程技术、管理措施和投资效益等重大问题做出决策；要提出正确处理保护与使 

用、远期与近期、整体与局部、技术与艺术等关系的方法，达到使区内与外界有关的各项事业协调发展的 

目的。通过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实施，才能使风景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 

风景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只实现了其走向市场的第一步。只有将旅游资源转化成旅游产品，才完 

成了风景资源市场化的全部过程。 

2 旅游资源向旅游产品的转化 

旅游产品是指以旅游资源为依托，以旅游市场为导向，通过市场策划与营销手段的运作而形成的系 

列主题或专题性游览和休闲方式。一个风景名胜区建立以后，在硬件设施上具备了参观游览的条件，实 

现了从风景资源向旅游资源的过渡，然而这只是完成了风景资源开发建设的第一个步骤。景区如何针 

对自身特点吸引客源，是旅游资源推向市场的另一个重要步骤。如果一个风景区建好以后却游客寥寥 

甚或乏人问津，就达不到促进地方经济繁荣的目的，削弱了其存在的意义。要在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发展 

旅游产品，必须分析当地旅游业的现状及发展条件，对旅游资源进行正确的分类与评估，然后针对客源 

市场的特点，确定旅游资源开发的地位、发展目标及发展阶段，从而提出旅游产品开发的方式和市场营 

销策略，制定出发展旅游业的战略措施。这一决策过程即旅游发展规划的编制过程。 

通过旅游发展规划的实施，可以在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开发、挖掘形成多个旅游产品。旅游产品通过 

市场营销，达到了实现产品价值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由此而完成风景资源——旅游资源——旅 

游产品的开发过程。 

3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和旅游发展规划的区别与联系 

在上述的风景资源——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第一次转化是在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的指导下进行，第二次转化是在旅游发展规划的指导下进行的。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风景名胜区总体 

规划主要着眼于风景资源的合理利用，以保证风景名胜区沿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依据风景资源的特 

点和市场的需要，做出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和开发利用计划。而旅游发展规划则着眼于风景名胜区的 

宏观经济分析，风景名胜区的发展战略研究、市场供需预测、旅游资源的市场定位、旅游线路的组织、旅 

行社的运作、旅游产品的开发、旅游资源的形象设计 ，客源地与目的地的研究等等。 

其次，风景名胜区规划重在保护，即通过科学的预测，确定风景名胜区的容量，并以此为上限，作为 

风景区保护的限制条件；通过保护区的分级设定，防止和减少风景资源受到人为破坏。而旅游发展规划 

重在开发，在可能的情况下，以最大限度地招徕游客为目的，重点保护的景区，往往是旅游产品最具号召 

力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下，风景名胜区规划有时难免会和旅游发展规划产生抵触。 

第三，相对旅游发展规划，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起步较早，也形成了一整套编制的程序和规范，其编 

制过程一般由规划或园林部门承担。而旅游发展规划是一门刚刚起步的学科，规划、园林、旅游、地理等 

多个行业均有涉猎，因而在许多方面都需要各行业共同协商以期进一步规范、提高旅游发展规划编制工 

作的质量。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和旅游发展规划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没有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旅游发展规 

划就先去了存在的先决条件；没有旅游发展规划，风景资源就不能很好地实现其市场化的过程，风景名 

胜区规划的意义也大为削弱。此外，风景名胜区规划指导下的景区保护，为发展旅游创造了“永续利用” 

的条件，旅游发展规划指导下的旅游开发在促进景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风景名胜区的保护有了更 

多物质上的保证。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景资源开发建设的过程中，二者共同担负着科学指导的作 

用，是紧密联系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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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市场经济条件下风景资源的开发过程，实质上就是在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实 

现由风景资源向旅游资源的转化，再在旅游发展规划的指导下，实现由旅游资源向旅游产品转化的过 

程。最后通过旅游市场的中介作用，把旅游资源的供需方联系起来 ，从而实现以旅游促经济，以旅游促 

发展的目的。 

4 奉节县天坑地缝风景名胜区开发实例 

奉节县位于重庆东部，紧邻三峡，上距重庆446 ，区位偏远，境内山多路险，交通不便，加之土地 

贫瘠，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落后。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奉节县委、县政府针对该县的风景资源优 

势，做出了“旅游兴县，旅游富县”的战略决策，将天坑地缝风景名胜区的开发建设作为振兴地方经济的 
一 项重大举措。 

开发天坑地缝的第一步，是将其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唤醒，从风景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为 

此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担了《天坑地缝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编制任务，针对景区特点进行了景 

区划分、交通、游览、接待、保护、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的统一规划(图 1)。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完成了主 

要景点的详细规划工作。通过规划实施，天坑地缝风景名胜区具备了开放的基本条件，完成了风景资源 

开发的第一个转化过程。 

奉节县旅游发展规划 蒯糊咧匿 

图 i 奉节县天坑地缝风景名胜区总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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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1998：3 

图2 奉节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图 

之后我院承担编制的《奉节县旅游发展规划》(图2)。针对天坑地缝风景区区位偏远，知名度不高 

但景观类型丰富等特征，从旅游业发展的大环境人手，分析了奉节县的客源状况、交通流线方式等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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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天坑地缝风景区进行了市场定位，并开发了天坑地缝观光游、龙桥河观光游、迷宫河观光游、茅草坝休 

闲度假游、地缝科考探险游、迷宫河科考探险游、云龙洞科考探险游等系列旅游产品，提出了旅游市场的 

营销策略，为天坑地缝风景区走向市场创造了条件。 

1999年 5月，天坑地缝风景名胜区在重庆三峡国际旅游节上作为一个重点旅游项 目隆重推出，第 
一 次向世人展示了她神秘而美丽的面容。到今年六月，随着三峡二期工程的顺利完成，长江三峡库区水 

位将达到 135 In，从而为游客方便地进入该景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天坑地缝风景名胜区正由一个默 

默无闻的偏僻之地逐步成为旅游市场上崭露头角的宠儿。笔者在参加了《奉节县天坑地缝风景名胜区 

总体规划》和《奉节县旅游发展规划》的编制之后，深深地感受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发风景资源，上 

述两项规划都不可缺少，尤其是后者，由于刚起步，更需要引起广大规划工作者的关注，故而以此抛砖引 

玉，以期唤起更多的业内人士积极投身于风景资源的开发建设事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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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应充分了解和掌握山地矿区城市灾害的特点和发生规律 ，积极预防城市灾害， 

从而使危害减少到最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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