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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入手，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对解决对策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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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旅游业掀起了区域合作的热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旅游业的发展，但是也暴露出一些

问题。本文以长三角区域旅游业为研究对象，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尝试对其解决对策进行了探讨。 

1 长三角旅游区域一体化问题分析 

1.1 旅行社无障碍旅游的困惑 实行“无障碍旅游”之前，旅行社通常的操作模式是“地接费+组团费+组团社毛利=报名

费”。从这种模式来看，涵盖两点：其一，组团社负责招揽客源，而景区地接社负责当地的采购。其二，直接使游客的报名费被

切分为组团社收入和景区地接社收入两部分。实行“无障碍旅游”之前，由组团社和景区地接社每家平分所得的利润，而在实

行“无障碍旅游”之后，将会相对集中，归一家所有。这意味着旅行社可以跨地区进行旅游接待和招揽客源，从而淡化了旅游

市场“地接”和“组团”的概念，使有实力的旅行社有机会发展，而靠保护政策生存的旅游企业不得不重新思考出路，接受挑

战，或者仍旧依靠地方保护主义，百般阻挠，阻止变革。 

而另一方面，旅行社资源整合的工作能力将大幅度提升。随着旅行社角色的转化，有实力和客源充足的旅行社（或旅游批

发商）在议价能力方面大幅提升，最终谁拥有了客源，谁就在整合交通、酒店、景点、车队等方面享有优势。而区域内数量不

少缺乏竞争实力的族行社则往往成为改革的反对者。另外，走联合之路对很多旅行社来说，尤其是小社是很好的发展道路，因

为联合体是以旅游产品为纽带的，都是为了销售同一个产品，拿到同样价格而走在一起，这种联合是很松散的。“联合体内部的

成员其实是各自为阵，每家旅行社都有自己的想法，因此相互之间的磨合就是关键。一旦没有协调好，就会出现操作不规范，

内部分配不匀等状况，最后导致解体。[1]2003 年 6 月 5 日，杭州两大旅游联合体——”大拇指“和”游遍浙江“举着统一形象、

统一产品、统一采购、统一操作的旗号出现，几乎涵盖了杭州所有的大中型旅行社。但是现在两大联合体的声势越来越小并随

后渐渐隐退。[2] 

目前，其他城市的不少旅游联合体在名义上是联盟，实质上是联合向景区进行侃价。拿到比较低的成本价之后，旅行社便

把服务质量放在一边，一味地以低价吸引游客，虽然游客量很大，但是回去之后，游客的投诉也很多，直接影响了整条旅游线

路的形象，根本达不到三赢的效果。而且，这样的旅游联合体往往不长久。[1] 

因此，“无障碍旅游”合作在实际操作中，仍会遇到一些地方利益的冲突。如何合理地加以解决，对今后打造“无障碍旅游”

将十分关键。 

1.2 交通：一体化的困惑 目前，除了上海卡与无锡卡能实现消费互通外，上海的交通卡理论上还能在苏州的公交车、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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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出租车上单向使用。这是长三角城际之间的一卡互通。[3]除此之外，长三角各城市之间一卡通基本处于“不通”的状态。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合作（南通）协议》明确提出，长三角地区“一卡通”系统互通将是几个重点课题之首。如今问题不但

没有解决，反而分歧越来越大。“事实上，长三角一卡互通，一直没有过一个细确的协议，只是大家希望的一个方向。”[2] 

上海到昆山五六十公里，却有两个收费站，遇上车流高峰，要花半小时。长时间的等候，造成能源的浪费，即便是耗去的

时间，也十分可观。凡连接长三角省市间的公路大抵都面临如此问题。在欧洲，走高速公路从巴黎到布鲁塞尔是畅通无阻的，

从罗马到柏林也是一路顺畅的。不用说城市之间，即便是国与国之间，也无需收费，更不用说过一站收一站了。 

长三角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苏浙沪三省市的交往日趋频繁，地区间的融合日趋紧密，而交通的分割管理明显滞后。如今

在上海工作，住在昆山的人有之；早上出门，到南京、杭州办事，晚上折返的也大有人在。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

对现代交通提出了新的要求。 

1.3 扩张：“泛长三角”成长中的烦恼 长三角经济圈发展到了今天，摊子愈铺愈大。许多城市都会认为自己就是长三角

的一员。从地理概念上，凡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域的城市，都属于长三角经济圈。但从城市经济概念上，加入长三角经济圈“正

式户口”的门槛为城市化水平不低于 20%、人均 GDP 相对上海比值不低于 20%、经济联系强度系数不低于 10 等。长三角城市仅

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 8个市和浙江省的 7个市，即“15 城市+1”，也即官方认可的长三角。但随着各地融入长三角意识的加深，

如安徽池州和江西上饶、景德镇这 3 个本不属于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如今也成为其新成员，长三角的“泛化”趋势逐渐明显。从

“15+1”到“16+4”到“20+4”，早先“无障碍旅游圈”打造过程中未遇到的，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落差较大而导致合作受阻的现

象也开始出现。如旅游信息电子一体化推进工作就遇到瓶颈，在欠发达地区搭建旅游信息平台时发现当地自身的信息化尚不成

熟。长三角地区旅游合作在政策和法规的推行上也遭遇迟缓。[3] 

2 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对策探讨 

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目前仍处在浅层次发展阶段，只有直面所面临的问题，挖掘其潜能，才能使区域合作得到提升。笔

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尝试。 

2.1 坚持区域旅游一体化战略 长三角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既是中国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又是中国最主要的旅游客

源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上海、浙江、江苏分列全国第一、第四及第六，三地也是全国旅游出游人次最多的地区，每

年出游人次超过 1 亿。而三地的恩格尔系数均在 40%以下，百姓出游俨然成了生活“日常消费”。而三地旅游设施建设的突飞猛

进，也吸引了更多的商务休闲客。长三角每年接待的海外旅游者占到了全国接待总数的 16%左右，旅游创汇占全国的比例也达到

近 20%，接待国内旅游者占全国各地接待国内旅游者总数的近 30%。在全国优秀旅游城市中，长三角占到四分之一；全国 4A 级

旅游景点，长三角占据了一半；区域内的旅游景区、星级饭店几乎占了全国的半壁江山。区域内旅游十分红火。2005 年上海接

待了国内旅游者达到 8500 万人次，其中 24.9%来自江苏，19%来自浙江，苏浙游客占到上海接待的国内旅游者总数的 44%。同时，

上海也是江苏、浙江两省的第一客源地，长三角旅游合作已密不可分。 

长三角旅游具备空间上的整体性，文化上的同源性，旅游资源上的互补性优势。空间上，上海的国际机场为三地共同利用，

“三小时公路圈”已基本形成。文化上，三地同属吴越文化，思想上、观念上、性情上没有很大差异；但是旅游资源却各有特

点，上海是都市游，江苏是园林游，浙江是山水游，有很强的互补性；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这些因素使得旅游市场联动、

旅游互动容易脱离纸上谈兵的务虚层面。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将加快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向纵深发展，面对世博会期间的 7000 万人次的集中游客量，平均日住宿 40 万

人左右、高峰期人流量 60~80 万人的交通运输压力，依赖上海现有资源以及未来合理增加的配套设施远远不能满足，世博经济

定会惠及周边城市。为此，长三角应为上海强大的后盾支持。 

旅游产业是开放的。正如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顾朝曦所说：“旅游区域合作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景点、线路或城市为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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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经营思路已经赶不上趟了。”[6] 

2.2 制定科学的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规划 区域规划是以跨行政区的、以经济联系密切地区为对象的规划，是国家总体规

划在特定经济区的战略部署和具体落实，也是政府调控和管理地区经济的重要手段。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区域

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市场机制主导下的区域合作不断加强，迫切需要通过编制区域规划来指导和协调地区经济发展。以大区

域进行统一规划的构想，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思路。无论是长三角的区域规划，还是京津冀的都市圈构想，都体现

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1905 年 7 月，国家旅游局批复将三省市编制的《长三角区域旅游发展规划》作为重点项目，纳入全

国“十一五”旅游发展规划的编制计划中。这对于长三角旅游业的发展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所以三地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站在全区域的高度，制定并服从区域旅游区划。 

2.3 突破阻碍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相关因素 突破心理障碍，三地应该有容忍肥水流入外人田的宽宏肚量，允许三地异

地开办旅行社，允许外地车辆在自由进出本地。允许导游跨地区带团、旅行社跨地区组团，给予来自其它地区的旅行社和导游

人员“同等待遇”等等。 

突破交通障碍，把长三角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实现区域交通一卡通，实行燃油税制度，取消公路收费站。开启汽车异地租

赁业务，方便游客。 

充分发挥上海领事馆多、国际会议多的优势，宣传三地旅游；延长上海落地签证时间，方便游客游了上海后，还可以有时

间到江苏、浙江转转。 

突破信息障碍，三地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完善旅游集散中心和咨询服务中心建设，开行至“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及景区

（点）的旅游线路，提高服务质量。实现 114 类的咨询电话联网，以消除旅游者的旅游咨询及投诉的时空障碍。 

2006 年在杭州举办的“世界休闲博览会”使杭州蜚声中外。也惠及长三角区域的旅游。未来几年，长三角旅游还将面临几

大机遇，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只有充分整合区域资源，发挥区域整体接待优势，才能真正实现三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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