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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旅游交通可持续发展研究 

黄新民 

(浙江师范大学 行知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旅游交通是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其发展状况对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该文

在对浙江省旅游交通发展进行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浙江省旅游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合理化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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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游交通的特性及作用机理 

旅游交通是一种特殊的交通运输方式,是指为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提供所需交通运输服务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活动与

现象的总称。一方面,旅游交通联系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旅游交通的便利程度影响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方便、快捷、

大容量的旅游交通有助于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实现快速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旅游目的地内部景区旅游交通的便利程度影响着旅

游者旅游日程的安排,进而影响到旅游目的地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交通对旅游发展的特性及作用机理见下表。实践证明,凡

是注重旅游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其旅游经济就能够得到快速可持续发展。 

2 浙江省旅游交通可持续发展分析 

2.1 优势分析 

2.1.1 资源丰富 

浙江省旅游资源丰富,类型齐全,数量众多。至 2008年统计,全省共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1处,省级旅游度假区 16处;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 17 处,省级风景名胜区 44 处;国家级森林公园 34 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32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9 个,省级 9

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6个,省级 11个;国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9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5个。 

长期以来,浙江省一直以杭州湾历史文化旅游系列为中心,浙东沿海海洋旅游系列和浙西南山水生态旅游系列旅游线路为主

推线路,同时大力发展浙中南(金华—丽水—温州)和浙北(湖州—嘉兴—江苏、上海)的旅游线路。具体涉及文化、海洋、生态、

商贸、休闲、红色旅游 6大产品,充分体现浙江省旅游产品的特色与品牌。 

2.1.2 客源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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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以及显著的地方特色,浙江旅游吸引的不仅是国内的大量游客,还有大量的海外

游客。2008 年,我省共接待入境旅游者 539.7 万人次,同比增长 5.6%。其中,外国人 366.1 万人次,同比增长 6.6%,占全部入境旅

游者人数的 67.8%;香港同胞 70.1万人次,同比增长 2.1%,占 13%;澳门同胞 12万人次,同比增长 22.3%,占 2.2%;台湾同胞 91.5万

人次,同比增长 2.5%,占 17%。入境客源国主要有日本、韩国、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德国、泰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加

拿大、英国等 15国。充足的客源足以成为浙江旅游的一大优势。 

2.1.3 交通网络发达 

浙江省旅游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已有很大的突破,水、陆、空可进入性更加的便利。 

(1)公路方面:高速公路的快速建设改善了旅游交通状况,为旅游开辟了快速通道。沪杭甬、上三高速公路,甬台温、金丽温、

杭宁、乍嘉苏高速公路遵循了“接轨上海、拓展沿海、挺进腹地、贯通省外”的公路主骨架布局总体思路。至 2008 年年末,浙

江省高速公路已由上一年的 2651公里增加到 3073公里。全省公路客运全面向着安全、舒适、快捷、准点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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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路方面:双轨铁路铺设和铁路不断提速极大改善了旅游交通状况,建设中的宁杭铁路、沪杭甬城际客运专线是“快速、

公交化”新型交通方式,可以充分提高浙江省参与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能力。至 2008年年末,浙江省铁路营业里程为 1306

公里,全年运送旅客 6448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8.7%。 

(3)民航方面:浙江省现有杭州、宁波、温州、黄岩、义乌、衢州、舟山 7 个机场,国内航线可抵达 119 个大中城市,国际航

线可抵达日本东京、韩国首尔、泰国曼谷、新加坡等 11 个国家和地区,在远距离运输和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的客运方面具有很大

的优势。2008年全省民航运输旅客吞吐量达到 2156.5万人次,飞机起降 20.7万架次。 

(4)水运方面:沿海的宁波与上海、舟山群岛之间每天都有多班客轮往返,形成了中国最为繁忙的海上客运“金三角”。京杭

大运河的杭州—苏州、杭州—无锡区段每天有一班夕发朝至的游船对开。2008年,全省内河航道里程为 9695公里,水路运送旅客

达 7.6亿人次。 

2.2 劣势分析 

(1)旅游与交通缺乏协调 

浙江省已有的交通网络虽然发达,但仍未与旅游形成一个整体,交通工具只承担运送旅客的目的,还没有将其转变为旅游收

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浙江省旅游交通客运能力还很不足,具体表现在省内国际航班少,铁路长途客运运能不足,开行的旅游专

列、始发车少等方面,而公路运输以班车运输为主,客运旅游专线不够,不能满足旅游高峰的需求。 

(2)旅游景区与外部缺乏良好的交通衔接 

浙江省虽然拥有良好的对内、对外交通,但是旅游景区之间、旅游景区与外部交通的衔接性并不强,道路和接待设施不够。

如游客由外省到杭州以后,如何快速引导其从火车、飞机换乘到开往景区的运输工具,这还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尤其是在旅游

旺季。浙西、浙南一些旅游景区交通衔接性问题更加突出。 

(3)旅游景区冷热不均 

浙江省内有些旅游景区在知名度、可达性、游览时段上都存在差异,引起旅游交通的时间和空间的不平衡分布,导致著名景

区游客大量汇集,旅游交通压力大,回程车、船、机票紧张,许多游客不能按计划返回,旅游交通阻塞严重,停车场地紧张。这些情

况不利于旅游景区的综合发展。 

2.3 机会分析 

(1)世博会客流的需求 

根据专家研究,2010 年上海举办的世博会,客流达 7000 万,将有 35%左右会继续在上海周边省市游览。浙江作为接临上海的

中心区域,自然成为世博会游客旅游观光和参展商合作洽谈的好去处。 

(2)海峡两岸三通的开启 

2008 年 12 月 15 日,两岸空运直航、海运直航和直接通邮随即启动,两岸同胞企盼了数十年的“三通”梦终于圆了。海空直

航启动后,两岸之间形成“一日生活圈”,大大便利了两岸同胞的往来和两岸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现在杭州直飞台湾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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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80 分钟,这意味着台湾与杭州之间的旅游路程大大缩短,旅游费用明显下降。2009 年 5 月 22 日至 25 日,浙江省旅游参展团

参加了台湾夏季最大规模的台北两岸观光博览会,山水浙江亮相宝岛台湾,充分展示出浙江旅游独特的韵味和魅力。 

(3)交通发展产生的机会 

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正在建设的温福铁路、甬台温铁路、萧甬电气化改造和钱江铁路新桥工程,已经开工的杭州铁路东

站枢纽工程、宁杭客运专线、杭甬客运专线三个铁路项目,已经获批的沪杭客运专线、金温扩能改造铁路项目等都为浙江发展旅

游产业、促进海峡两岸的交流以及与上海实现衔接提供良好的条件。 

2.4 威胁分析 

(1)周边省市旅游业非常发达 

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福建等周边省市重视旅游产业发展,对浙江省旅游市场形成有力的竞争。 

(2)世界旅游地争夺分割的压力加大 

浙江传统的国际旅游市场面临着严重挑战,特别是与浙江区位优势相似的东南亚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北美、西欧游客。 

3 浙江省旅游交通可持续发展建议 

分析表明,浙江省旅游交通发展既有良好的优势和机遇,也存在着巨大的挑战和困难。发展浙江省旅游交通时要发挥优势因

素,克服劣势因素,利用机会因素,化解威胁因素;考虑过去,立足当前,着眼未来。重视和加强旅游交通的建设将有助于进一步提

升浙江省旅游产业的发展。 

3.1 建设综合旅游交通网络 

在浙江省旅游交通网络中,公路优势突出。但考虑到环境保护、运营成本等因素,需要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浙江省旅游交通规

划,利用各种投融资渠道来加大投入,建设合理的综合旅游交通网络。要提升旅游交通的舒适度,保证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合

理分工与衔接,做到景区间衔接流畅,旺季旅游游客井然有序。 

3.2 加强省内旅游交通合作 

浙江省对外的交通网络已经基本上能够满足游客“进的来、出的去、散的开”的要求,但是各旅游景区的旅游交通还不能很

好的随机满足游客的出行需求,景区间难以实现高效的联通。因此,以杭州为全省旅游中心,有效带动其他各城市、各地区的旅游

资源发展,加强省内各城市、各地区的旅游交通合作,将有助于实现浙江省区域经济快速可持续性发展。 

3.3 加强景区交通建设管理 

为了改善旅游景区交通性能,一方面需要建设旅游交通所必需的硬件设施,另一方面还需要进行科学的交通管理。 

(1)规划建设景区道路。在景区设置机动车观光路、步行观光路、山林探险路等,为游客提供多种游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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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行“绿色交通服务”。如为游客提供交通卡、自行车租赁、公交车+步行等。一开始可以是免费的,之后可以逐步过渡

到打折,再到适当收费。 

(3)完善停车等配套设施。景区停车场的设置要尽量避免破坏环境,减少土地的占用。建立自驾车旅游救援和游客服务中心,

成立自驾车旅游服务站,免除自驾车游客的后顾之忧。 

(4)实施交通需求管理。随着机动车的逐步增加和自驾游的兴起,必须考虑交通需求管理问题。通过改进机动车利用方式、

机动车交通管理和停车政策来诱导机动车的合理利用,诱导游客使用公共交通和“绿色交通”。 

3.4 提供旅游交通信息服务 

设计网上电子旅游资料,为步行、自行车、自驾车游客提供更为详细的旅游交通图,将在宣传促销、电子商务、信息服务等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使游客在出行前就能预先了解旅游目的地旅游资源并设计好旅游路线,提前满足虚拟游的需求,有助于游客

到达旅游目的地后进行深度游。 

4 结 论 

建设“和谐浙江”和促进浙江区域经济快速持续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做好旅游交通规划和建设是关键的一步,需要省内

各城市、各地区之间密切合作,加大投入,实现浙江省旅游交通可持续发展,摆脱旅游交通对旅游业发展的瓶颈效应,才能实现共

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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