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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温泉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缪小玲  王莉  钟毓华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本文在分析湖北省温泉旅游资源开发现状的基础上，指出温泉旅游开发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从科

学规划、合理开发、创立特色、创建品牌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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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地处中国中部，交通便利，开发条件优越，市场潜力大。目前已发现地热资源有69 处，大中型地热田3 个（应城市

汤池镇、咸宁市温泉镇、英山县城关镇），地表出露的温泉都基本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利用，在医疗保健、科研养殖、民用洗

浴、休闲度假等方面都有涉及，但总体开发利用程度相对较低，许多地热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湖北省的温泉开发亦经历了“疗

养—休养—休闲—娱乐”的历史阶段。当前，正处于温泉旅游资源开发的高峰期，各地都在积极招商引资，同时大投资、高规

格的大型综合型温泉旅游度假区纷纷开始兴建或营业，成为省内外游客新的热门旅游胜地，亦是湖北省旅游的一大亮点和增长

点。尤其是咸宁为了迎接中国·咸宁首届国际温泉文化旅游节暨中国温泉之都·湖北咸宁2009 国际友谊小姐世界大会，通过招

商引资，兴建了一批大型温泉旅游项目。 

一、湖北省温泉旅游资源开发现状比较分析 

根据温泉地区位、温泉地旅游功能对湖北省温泉旅游资源开发现状进行比较分析。 

1、按温泉地区位比较 

区位不同，温泉地开发往往在资源特点、市场定位、项目内容、规模大小等方面呈现不同特点，现阶段湖北省的温泉旅游

开发大致分为大城市地区或周边地区和较远地区两类（表 1）。由于大城市周边地区潜在客源市场看好，但资源条件相对逊色，

以建设大型的高档次温泉接待酒店为主，同时营造人工露天温泉环境，提供高标准的旅游服务，如咸宁温泉谷投资金额大，规

格高，有四星级宾馆；处于较远地区的温泉尽管距离客源市场较远，但往往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扩展空间大，可塑性强，为

了强化温泉地的吸引力，多采取“1+1”或“1+N”的开发模式，即温泉+ 生态游、温泉+ 农家游、温泉观光游、温泉民俗游和

温泉+ 体育+ 农业游等模式，随州大洪山玉龙温泉距离随州市 52 公里，建有五大主题公园，并与随州周围的风景区整体规划开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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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温泉旅游功能分 

因温泉旅游开发条件，投资者决策理念等的不同，温泉旅游在开发主题和主导功能上呈现差异，湖北省温泉开发在温泉文

化、特色产品等方面越来越重视。据此可以总结为观光娱乐休闲式和综合式的温泉旅游开发模式（表 2）。两种模式皆延续传统

温泉疗养院的特点，注重温泉的医疗和康体功能。观光娱乐式温泉偏重于温泉区的观光娱乐功能，以建设多种现代化的娱乐项

目设施和户外露天观光温泉公园为主；综合式温泉既注重多种娱乐项目的建设，还注重温泉与周边旅游资源的联合开发，以形

成多种旅游功能为目的，如玉龙温泉欢乐谷除了有 70多个不同特色的泡池之外，还建有五大主题公园，可提供给游客多种活动

项目，并与周围丰富景点进行整合，享受温泉之余，还可以观光旅行。襄樊离市区 10 分钟车程的正在建设之中的襄阳卧龙生态

文化度假旅游区除了其温泉产品，里面还将与台湾合作高端美容，英语培训，兴建教堂、设婚庆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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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湖北省温泉旅游资源开发所存在的问题 

1、整体开发水平较低、区域开发水平不均衡 

湖北省温泉整体开发水平较低，企业综合实力不强，发展速度过慢，缺乏整体发展规划，配套基础设施不完善。近几年开

发的紧跟时代，设备设施硬件都比较高档，软件方面还有待改善。开发时间比较早的温泉因落后时代，或因设备设施老化有的

停业、有的急需更新换代，面临着升级改造。有的区域比如咸宁借国际温泉文化旅游节暨中国温泉之都·湖北咸宁2009 国际友

谊小姐世界大会的东风发展迅速，有的地区比如黄冈的英山基本上是未开发状态，罗田也是正在筹划当中，区域开发水平不均

衡。 

2、市场定位不清晰，开发模式不尽科学 

温泉的需求市场消费水平差异较大，具有多层次特征。国外的温泉度假村根据其服务对象的差异，有度假村温泉、宜人温

泉、目的地温泉三种模式。当前湖北省温泉旅游开发项目普遍开发模式趋同，追求大而全，既要针对高档市场的客源，又要针

对大众化的客源，市场定位不清晰。各种各样的项目都要做，导致不精、粗糙，许多劣质产品“搭便车”，推出的旅游产品五

花八门，服务质量低下。 

3、缺乏统一管理、统一规划，开发无序 

政府多个部门都可能同时享有对资源的管理权，往往干涉企业经营者的市场操作，导致旅游景区宏观规划和微观发展都呈

现出无序状态。湖北省也有类似情况，各温泉点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常常混同，由此造成温泉开发和管理复杂混乱，效率

低下。温泉分散的开采方式，未进行严格的管理、科学规划、统一集中开采、统一供热，也未进行取配水全时空调控管理，也

导致一定量的无序开采，浪费严重的问题。 

4、水资源保护不到位，可持续发展存在风险，缺乏有效的政策扶持和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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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污水回灌、地下水位下降、盐碱化等含水层的变化以及过度采伐都会对温泉、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经济实

力有限，要么急功近利、要么项目设计时考虑不周，没有合理配置足够规模的污水处理设施，没有严格执行国家关于我国环境

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一些温泉泉眼，因为地质结构复杂，需要因地制宜、科学设计。在投资开发时，更不能鼠目寸光，只开

发不保护。 

三、湖北省温泉旅游资源开发对策 

1、科学规划，合理开发 

科学的规划、合理的开发应是基于当地对温泉资源、自然与人文资源客观的认知，资源开发的可行性，对客源市场的准确

把握之上，当然，在保护环境、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已成为人类共识的时代，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不容忽视的，在三者结合

的基础之上对湖北省温泉旅游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合理开发。温泉资源的过度开发往往会增强游客对温泉品质的质疑，进而降

低自己的温泉旅游消费。专家学者的论证、政府的统一管理、民众的监督是湖北省温泉旅游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开发的保证。

湖北省尽快出台相关的法规、政策，规范温泉资源开发，使之成为准入企业共同遵守的规则。 

2、创立特色，创建品牌 

温泉旅游更应是旅游者愉悦身心的一种体验，这种体验来自于温泉旅游的品质。开发模式的相似性、人力资源的流动、设

施设备的粗糙、员工服务意识的淡薄、区域的联动性欠佳等等都有可能降低游客的满意度。在温泉的产品的设计上往往呈现“小

而雷同，大而粗糙”的局面，一处温泉企业火爆了几年，因为设施设备的老化，资金投入的短缺、人力资源的流动等等问题导

致此温泉“失宠”，取而代之，在另一个地方一个新的又似曾相识温泉旅游地诞生了。根据当地现有的资源自然的基础，客源

市场的特性，创新开发，创立特色；在开发过程中，精致化操作，保证温泉品质，避免“寿命短”现象出现；人性化的人力资

源管理，激发员工的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质量，增强游客的愉悦感；加强区域的联动性，整合当地资源，温泉开发惠及当地民

众，增强吸引力；挖掘温泉文化，赋予温泉旅游更多文化内涵，使得温泉旅游具备更强的活力；加大宣传力度，提升知名度；

增强温泉开发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首当其中就是对温泉资源的爱护，建立起自己的诚信制度，成为游客心里信赖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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