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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以安徽省旌德县为例

刘玉春 贾璐璐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摘 要】：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县域规模的大小决定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有承载作用。

旌德县隶属于安徽省宣城市，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因此留下了一片青山绿水。在经济新常态下，旌德县正处在探

寻生态发展的新模式。全域旅游作为一个全新概念，恰好为县域经济发展打开突破口。本文在梳理相关理论研究的

基础上，分析了旌德县发展全域旅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针对“全域旅游助力经济发展”模式的规划蓝图，提出相

应的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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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域旅游

（一）全域旅游的含义。

全域旅游是在传统旅游模式基础上提出的全新旅游概念，即区域一体化旅游模式。全域旅游打破了传统景区的限制，将视

野扩张到整个区域范围内；同时，区域建设、交通运输、环境保护、餐饮服务等各个方面全部服务于旅游业的发展，真正做到

全要素聚集、全时空覆盖、全产业融合、全部门支持、全游客带动助推旅游业发展。全域旅游是把一个行政区域作为一个旅游

景区，是资源优化、空间有序、产品丰富、产业发达的科学的旅游体系。

全域旅游比传统旅游更注重旅游质量，而不再是去旅游景观的表层感受。全域旅游追求的是游客对美景的领略、风俗的体

验、文化的感受和当地家园的留恋。游客与当地居民相融合，提升游客的精神感受及生活品质。

全域旅游以“全新的资源观”、“全新的产品观”、“全新的产业观”、“全新的市场观”为核心打造全新的旅游理念。

“全新的资源观”——不仅注重自然资源，还强调人文资源，并在特定的时空内将资源与环境有机结合，塑造有血有肉的人文

自然景观。“全新的产品观”——将旅游焦点扩展到当地居民，与当地居民长期接触，身心承载了城市和当地风俗的记忆，同

时在旅游过程中体验着对当地居民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精神面貌的感悟。“全新的产业观”——重在三产（工业、农业、服

务业）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通过产业之间的聚变反应创造全新的产业。“全新的市场观”——传统市场观是以游客为主体，

当地居民是为游客服务的载体，而全新的市场观是以游客和本地居民共同作为旅游消费的主体，为游客及当地居民提供良好舒

适的休闲环境。

“全新的资源观”、“全新的产品观”、“全新的产业观”和“全新的市场观”是全域旅游发展的落脚点。①

（二）全域旅游发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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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新的休闲旅游模式。传统旅游模式以景区景点为依托，分布相对分散，内容特质不集中，游客疲于奔波，旅游成为游

客的一大生理负担；而全域旅游弱化景区概念，强调休闲品质。休闲自古有之，其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消除生理疲劳，二是

获得精神的慰藉；休闲上升到文化范畴则是指人的闲情所致，人们在休闲过程中享受到的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是人

们生存状态或生命状态的一种体现。全新的休闲旅游模式是与人们工作生活压力大，满足更多的精神需求紧密相关。所以全域

旅游是将有效的把生态休闲和文化享受融为一体。

2．全新旅游景观模式。根据国家旅游局 2003 年颁布的《旅游规划通则》，旅游资源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场所和旅游活动的

吸引物。凡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自然物，都可以被旅游业开发利用，并成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现象

和因素；②西方国家把旅游资源称为旅游吸引物。与我国不同，它不仅包括旅游地的旅游资源，还包括接待设施和优良的服务，

以及舒适快捷的交通条件。全新旅游景观模式是借鉴了西方的观点，同时结合中国的景观特色，打造资源全域化发展的新路径，

体现吃、住、游、行、娱、购等全方位发展基础上满足人们多方位的需要。

3．城镇化的旅游产业模式。③城镇化是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城镇化是城乡创造性发展的途径，是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向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转变

的历史过程。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我国 2013 年城市化率为 54.77%，④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也就是说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居民从

事第二、第三产业工作，如此庞大的人员数量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员和设施的保障。同时，旅游是一种求异探新的活

动，是对惯常生活环境的逃离和转移。如今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将旅游焦点转向郊外农村，但此时的郊外农村已不是原来意义的

传统的农村模式，而是城镇化的农村模式，这种人口流动成为全域旅游活动的助推器，也是我们要打造的城镇化的旅游产业模

式。

（三）全域旅游的特点。

1．全域旅游的含义。全域旅游是指整个区域围绕一个主题进行打造，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到交通条件、住宿餐饮、休闲

娱乐等服务设施都围绕同一个竞争点进行提升改善，将区域内所有资源高度整合，透过表现不一的外在形式仍能感受到异曲同

工之妙。

2．景观和服务的支撑。作为旅游业，景观是第一吸引物。景观包括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自然景观重在景，人文景观重在

情；在传统旅游业中，自然景观以其真实客观的存在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随着人们物质需求的不断丰富，精神享受成为新一

轮旅游的观注点，弘扬历史文化、挖掘风土人情，打造人文景观逐渐成为全域旅游的第一支撑点。

全域旅游的核心是区域整体发展，以顾客需求为主体，自然人文景观及配套设施服务共同发展。全域旅游不仅是一个点，

而是一个面的系统工程，其中吃、住、游、行、娱、购等旅游要素都要围绕顾客需求进行打造，要做到一站式服务，必须以服

务业作为旅游的核心价值，所以服务成为全域旅游的第二支撑点。

3．四个全面——全要素、全行业、全时空、全游客。全要素是指区域内一切能对游客产生吸引力的资源都要有效利用起来，

无论是以实物存在的自然资源、展现居民生活习俗的社会资源还是弥漫其中的人文资源都是全域旅游的开发对象。打造区域景

区要跳出景点看旅游，融入居民看旅游；同时要密切关注传统旅游业之外的其他要素，如利用农业资源、工业资源发展农业旅

游、工业旅游等。

全行业指以旅游业为核心点、融合点和动力点，将其他行业全部与旅游业打通关系，以旅游业带动其他行业附加值的改进

和提升，通过产业渗透、产业融合推动共同发展。同时，其他行业的发展反过来又能为旅游业提供支持与保障，提升区域整体

竞争力。在县域经济中，各行各业不可能面面俱到，必然要抓住龙头，优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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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时空是指旅游业的发展摆脱时间空间的限制，无论是春夏秋冬、白天黑夜，还是景区内、景区外，没有淡旺季之分、没

有地点限制，都能为游客提供旅游产品，满足旅游需求。同时全时空覆盖还得益于当今网络的高速发展，从旅游前的攻略预定

到之后的点评反馈，完成了从一个地点到另一地点的感知与联系，使旅游轻松延伸到所有网络触点。

全游客意在打造另一种渗透和融合，即“游客是居民”、“居民亦能是游客”。对于游客而言，其在旅游目的地的时间较

为短暂，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只有全身心的投入其中，融入当地居民生活才能真正感悟当地的风土人情，只有把自己真正作为当

地居民来生活才能深刻体会到当地的人文情愫。另一方面，对于当地居民而言，其在为游客打造良好旅游资源、提供优质服务

的同时也在改善着自身的生活环境，提升生活品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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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县域经济

（一）县域经济的含义。

县域经济是指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

完备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县域经济是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县域经济活动涉及生产、流通、

消费、分配各环节，一、二、三产业各部门。但是，县域经济又不同于国民经济，县域经济不能“小而全”，要“宜农则农”、

“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旅）游”，注重发挥比较优势，突出重点产业。

（二）县域经济发展特点。

首先县域相比市域、省域而言，地理面积小，产业规模小，资源集中，易凸显地域特色，打造整体形象；其次相比乡镇而

言，县域经济发展较为开放，市场导向性明显，因此在县域发展旅游产业更能满足顾客需求。

（三）发展困境——以旌德县发展为例。

1.旌德县概况。旌德县隶属于安徽省宣城市，位于皖南山区，是皖南旅游示范区。由于四面环山，交通不便，生态环境尚

未遭到破坏，相对于其他省市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相比，旌德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旌德县现常住人口 13 万，人口密度较低；居民大多以务农为主，青年人进城打工，居民生活较为富足。由于生活环境幽静

闭塞，与世隔绝，缺少旅游的基本要素，居民的休闲娱乐活动单一。居民的生活状态自得其乐，享受着未被污水废气污染的世

外桃源。

2.旌德县发展困境。

（1）工业发展空间有限。旌德县工业发展较为缓慢，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是旌德县工业生产的龙头企业，也是唯一

一家规模较大的企业。由于地理位置较为封闭，如今全县境内仅有一条国道，两条省道，与外界连通的道路中多为盘山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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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不便造成旌德县内工业发展迟缓，并由此导致上下游产业链衔接不畅，无论是上游供应商还是下游的消费群体均在区域外，

无疑造成企业的成品增加，竞争力被削弱。换言之，旌德县内由于缺乏先天的工业条件导致工业发展滞后，产业集群效应难以

短期实现。

（2）景区特色不突出。旌德县因工业不发达，以旅游业为主。旌德县景区 20 余处，江村、朱旺村、旌歙古道、梅园、文

庙、文昌阁等颇具历史文化底蕴，有农学家王祯、著名词媛吕碧诚、中国第一个红色县长谭梓生、数学泰斗江泽涵、文坛巨匠

周而复等；祥云生态风景区、马家溪国家森林公园逐步打造成大健康休闲产业。但总体来说，县内景区缺少独特性，与毗邻区

域景观同质化严重，吸引力不强。此外，景区缺少整体规划，竞争力匮乏。

（四）区位优势不明显。

旌德县位于黄山脚下，与婺源隔山相望，高铁开通后两县的距离越发缩短。旌德与黄山一脉相承，徽式建筑遍布县城，同

时县内油菜花的灿烂景致不输婺源，这并没有为旌德带来与黄山婺源相应的经济收益与社会反响，反而由于地理位置阻碍了其

发展。黄山与婺源就像久负盛名的大师，其光芒难以掩盖，“婺源模式”蓬勃发展成为众多景区争相效仿的对象，黄山境内的

徽式建筑风格与黄山的磅礴大气相得益彰；所以旌德的区位优势无法显现。

（五）服务设施不健全。

全域旅游重在为游客提供高度契合的旅游服务，虽然县内交通运输条件、餐饮住宿、休闲娱乐场所都有，但是缺少服务设

施及人员，成为制约旌德县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

三、旌德县发展全域旅游的可能性

1．原生态环境保存完好。旌德县这个位于山谷中的皖南小镇有着其独特的迷人风景。自然环境的先天优势，加之没有受到

现代工业的污染，旌德县保持了相对原始的自然风貌。

2．高铁——连接县域经济的纽带。旌德县以往的发展速度严重受交通条件制约、如今贯穿县城的合福高铁预计 2015 年 7

月开始运行，这条被誉为开往春天的列车即将首次把旌德与外界高速连接在一起。高铁的开通将这个慢步调的小县城与外界高

速发展的世界融合，加快其“走出去”与“引进来”的步伐。

3．景区融入居民生活。江村风景区为旌德县唯一一个 4A 级景区，景区内至今仍居住着几千户居民，民居与景区相互融为

一体，景区没有专门的清洁人员，全由居民自行打扫，景区内基本生活要素是由当地居民自行提供。使江村保持了皖南村落的

原始状态。

4．县域规模符合全域旅游发展模式。全域旅游发展对区域具有规模上的要求，规模太大易造成资源分散，特质不集中；规

模过小又难以形成产业链，对游客不具吸引力。作为一个县城而言，旌德县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即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

定资源相关联；同时调动工业、农业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保障，融入旅游业发展，打造全产业链。

四、全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效果

1．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全域旅游的发展需要各行各业的融入，既是支持者也是受益人。能带来大量的游客是旅游业发展的

优势，游客即成为潜在的消费者，又是刺激周边产业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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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城市形象，增加社会效益。全域旅游的发展重在“凝聚力、感召力、传播力”的培养，对内提升公民素质，对外提

升城市吸引力。旌德县的旅游发展是建立在县城生态环境与人文情怀相互融合基础上，以诚实魅力打开旅游需求市场，以此提

升城市形象，增加社会效益。

五、旌德县域经济建设路径

1．以旅游业为龙头，打造产业集群。旌德县以旅游业为龙头，必然会带动交通运输、餐饮服务、购物娱乐、手工艺品等行

业的发展，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2．利用休闲旅游，提升县城形象，打造“慢城”生活。旌德县四面环山，地理位置导致与外界交流较少，县内人们的生活

比较安逸。旌德县可以充分利用小县城本身特质，以休闲旅游的方式提升县城形象，打造“慢城”生活概念，同时以县城的精

神风貌潜移默化的影响游客慢慢体验小城生活的乐趣。

3．整合多方资源，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全域旅游”的空间尺度不宜过大，否则容易造成精力分散，资源特质不集中，

难以为游客提供一致的游玩体验。对于旌德县而言，无论是自然环境、城市建筑，还是市民风貌都能传递出一种悠然自得、乐

享其中的县城面貌，于游客而言，这里物物皆景，处处传情，为打造“全域旅游”概念奠定了客观基础，使得“全域旅游”的

发展无疑成为助推旌德县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注释：

① 厉建新：《全域旅游：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的理念创新——以北京为例》，载于《人文地理》，2013 年第 3 期，第

130～134 页。

② GB/T 18971－2003，旅游规划通则[S]。

③ 吕俊芳：《辽宁沿海经济带“全域旅游”发展研究》，载于《经济研究参考》2013 年第 29期，第 52～64 页。

④ 孙志强：《新型城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解读“二〇一四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于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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