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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王振灿，史小珍1 

（浙江海洋大学，浙江 舟山 316000） 

【摘 要】近年来，在宏观形势异常严峻和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蚌埠市政府果断转变发展思路，把

经济重心放到产业转型上来，要求重点加快旅游产业的发展，综合利用本地区的旅游资源，根据自身在交通、资源

和政策等方面的优势，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创造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新模式，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旅游产业对蚌

埠市的全面发展越来越重要。尽管取得了突出成就，但在发展旅游产业的过程中，也暴露出景区开发低效无序，景

点资源分散，吸金能力有限等诸多问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建议通过加强整体开发规划，创新产品，对外宣传

等措施来解决蚌埠市的发展瓶颈，制定出有效的应对措施以利于同类地区发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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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地处淮河中下游，保留了久远的历史和珍贵的文化遗存，是淮河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位于淮北平原和江淮丘陵的过

渡地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山水相连，自然景观幽美。蚌埠是一座兴起于铁路，发展于商贸的移民城市，地跨淮河两岸，淮

河又把中国东部地区的南北和北方划分开来，南来北往的商贾带来了全国各地的语言文化风俗和美食，便捷的交通同时也造就

了蚌埠这座开放包容，文化多元的城市。 

1 丰富的旅游资源  

1.1 自然景观始建于 1973 年的张公山公园承载了太多蚌埠人童年的欢乐时光，位于山顶的望淮塔是城市的地标性建筑，

登临塔顶可以尽揽淮河两岸和城市风光。 

龙子湖景区生态环境幽美，是国内最大的城市内湖之一。景区集山水相连、湖光山色的自然风光和韵味无穷的人文景观为

一体，汤和古墓，烈士林园，栖岩禅寺等人文古迹环绕着城市绿肺，怡人的景色令人陶醉。 

涂山是蚌埠市最高的山，海拔 300 多 m 。山顶的禹王宫始建于汉代，是蚌埠市规模最大的道教圣地。淮河对岸的荆山建

有郭沫若题名的望淮楼，以及被宋代文人称其为天下七大名泉的白乳泉，山下的怀远一中古建筑群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此山

更以盛产怀远石榴而知名。淮河流经此处还形成了著名的淮河三峡之荆山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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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文景点 

花鼓灯嘉年华乐园是蚌埠及皖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文化旅游景区。园内建有花鼓灯艺术展览馆，向游客介绍花鼓灯这

项民间传统艺术。 100 多 m 高的摩天轮就借鉴了凤阳花鼓的艺术外形，还有利用高科技来展示花鼓灯的歌舞表演，让游客有

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湖上升明月景区依托龙子湖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打造出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将 400 多套古民居在景区内异地重建，包括

三峡库区的巴蜀古民居，皖南的徽派建筑，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龙脊塔和本地的历史建筑倪公祠，形成了多个相互区别、规模

庞大的文化建筑群。湖心岛上种植了 200 多棵珍贵苗木，为古民居营造一种隐藏在湖光山色的密林间的景象。 

位于龙子湖东岸的凤阳古城是大明王朝的龙兴之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明皇陵、明中都皇城、鼓楼、龙兴寺等历史建筑。

周边还有国家地质公园 ― 凤阳山景区的狼巷迷谷、韭仙洞等奇特的自然景观。  

1.3 美食特产 

蚌埠也是一座美食之城。蚂虾街的小龙虾和中秋前后上市的沱湖蟹，肉质丰满，口感鲜美，营养价值高，深受游客的喜爱。

怀远的玉石籽石榴堪称贡品，色彩鲜艳，果实饱满，口感甜美。雪圆小吃部的四喜汤圆和馄钝是蚌埠美食界的杰出代表，被市

政府列为文化遗产进行推广宣传，遍布大街小巷的烧饼夹里脊更是蚌埠的一张美食名片。 

虽然蚌埠本地并没有玉石矿藏，但玉文化在这里源远流长。据 《 左传 》 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蚌埠的玉雕企业培养了数百位能工巧匠，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蚌埠的仿古玉产业在中国玉器行业里，一直代

表着最高工艺水平，精美小巧的玉器佩饰是蚌埠旅游市场上的热门纪念品。  

2 便利的交通条件 

蚌埠是一座铁路拉来的城市，铁路交通便利。繁忙的京沪铁路和京沪高铁使蚌埠的铁路通达度大大提升，从这里可以直达

全国除港澳台和海口外的所有省会和直辖市，两站日发送旅客列车将近 300 趟。尤其是高铁的兴建大大改善了人们的出行条件，

加强了高铁沿线各地的经济联系。 

蚌埠市的高速公路交错互通，纵贯南北的合徐高速、徐明高速，横贯东西的宁洛高速、沿淮高速，缩短了蚌埠到相邻城市

的时空距离，使得周边省份也成为蚌埠旅游市场的重要客源地。位于怀远县境内的滕湖机场是 4C 级标准的国内民用支线机场，

通航国内多个主要城市，大大便利了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的出行。  

3 政府的大力支持 

为深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政府的相关文件精神，加快蚌埠市旅游产业的改革发展步伐，市政府结合实际出台专项政策，积

极采取多种措施，设立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综合运用财政补贴等政策工具，支持旅游重点项目建设，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 

不仅如此，市政府为了保护和开发龙子湖景区，还积极利用地方立法权，出台实施了 《 蚌埠市龙子湖景区条例 》 。非

常明确的规定了景区保护的职责范围和适用条件，对景区保护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为了方便本地市民的出行和吸引外地游客来蚌埠旅游，也为体现“低碳交通、绿色出行”的环保理念，市政府连续三年在

节假期间，宣布主城区全部‘ l ’字开头的 40 条公交线路，公众可以无条件免费乘坐。截止 2016 年，已有数百万人次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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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项政策的福利。 

4 蚌埠市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 

 

十二五期间，蚌埠市旅游产业取得了突出成绩。如表 1 所示，2015 年实现旅游总收人突破 160 亿元，同比增速虽明显放

缓，但总量呈现持续较快增长的态势。从 2011 年的 54.4 亿元到 2015年的 160 亿元，旅游收入实现了成倍增长的目标。 

接待国内外游客量也再创新高， 2015年接待国内游客高达 2600万人，而 2011年接待国内游客不到 1500万人次，五年来

接待国内游客增长了 1200 多万人，增加量接近 2011 年全年接待国内游客总量。 

接待境外游客量也有所增加，从 2011 年的 2.49 万人到 2015 年 7 万人，接待境外游客量增长了 2 倍多，从接待境内外

游客量方面看，这说明蚌埠市的旅游知名度和吸引力在不断增强。 

星级宾馆酒店的数量从 2011 年的 21家下降到 2015 年的 16 家，这与此前蚌埠市对宾馆酒店的综合检查有关，严格提高

检查标准和评级门槛，改善宾馆酒店的服务，让游客住得放心舒心。景区不管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有明显提升，各级景区的数量

都有所增加，其中 4A 级和 3A 级景区所占比重接近一半。总的来说，蚌埠市旅游业的发展势头良好。  

5 旅游产业存在的问题  

5.1 旅游资源分散，开发程度低 

蚌埠市的旅游资源整体呈现小集中，大分散的特点。由于缺乏系统性的规划布局，旅游资源无法进行有效的整合，导致各

景区景点的关联度不强。各景区景点只有简单的基础设施，旅游项目在细节上缺乏设计和新意。再加上缺少精品的旅游线路，

也没有专门的旅游公交将各个旅游景点连接起来，因而大旅游产业链无法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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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旅游产品缺乏竞争力 

蚌埠的自然景观普遍缺少独特性，没有名山大川，动植物资源又比较常见，也没有稀缺的矿藏资源，与其他热门旅游城市

相比，毫无竞争优势。由于市政府的惠民政策，使得免费景区较多，收费景区的数量少且吸金力不强，容易导致旅游产业发展

缓慢。现有的旅游项目缺乏新意，对游客的吸引力十分有限。  

5.3 对外宣传的力度不够 

市政府缺少对外宣传的策略，缺乏与国内各大旅行社之间的联系，仅靠蚌埠市旅游局在周边省份的部分城市召开旅游推介

会，效果＋分有限。蚌埠公交车站的命名也有很大的问题，市区有不少公交车站距离景点非常近，却不以景点命名，而是用路

名或附近的公司命名，白白的浪费了宣传蚌埠地区旅游景点的好机会。这也使得蚌埠成为一座冷门旅游城市，一直无人问津。  

6 旅游产业的应对措施  

6.1 加强整体开发与配套规划 

政府要积极制定促进旅游发展的政策，并对从事旅游业的优秀单位进行奖励。聘请相关的专家和研究机构制定系统的开发

规划，加强旅游资源的整合。同时健全法制监管，综合运用城市立法权，立法保护淮河沿岸生态环境和蚌埠地区的旅游资源，

依法查处有破坏环境等违法行为的企业和个人。设立专人专事责任追究制度，切实提高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  

6.2 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和错位发展 

加快重点旅游项目的发展建设，坚持错位发展与联合抱团。注重旅游产品的创新和升级，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实行错位

发展旅游产业，尽量避免与周边热门旅游城市发展内容相同的旅游项目，深人挖掘本地区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开发独有的旅游

产品。对同质化的旅游项目实行联合抱团发展，例如与淮南联合推出淮河旅游观光活动，联合宣传旅游产品，创造出 1 + 1 > 2 

的经济价值。  

6.3 加强对外宣传，培育旅游品牌 

市旅游局和外宣办协调共同制定对外宣传策略，在安徽卫视等电视媒体投放旅游广告。政府部门要和省部级和其他地市的

新闻媒体加强联系，扩大对外宣传的渠道。在各省会，直辖市组织旅游推介会，与各大旅行社签署合作协议，开辟多条旅游线

路，宣传本地的旅游资源。市政府要积极培育本市的旅游品牌，学习其他旅游城市的经验和做法。打造本土的旅游品牌，开辟

精品旅游线路，通过政府的扶持，加强对外宣传，提高本地旅游景区的名气和影响力。 

旅游业对蚌埠来说，还是新兴产业，但是其发展势头不容轻视。近五年来，蚌埠文化旅游产业增加值年均增幅达 30 % , 到 

2015 年末，全市文化旅游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5 % , 已成为全市经济支柱性产业。经过十二五的重点发展，蚌埠市的旅

游项目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有了明显提升。旅游业变成蚌埠经济加速发展的催化剂，蚌埠市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创新发

展模式，走文化旅游产业的道路，优化了产业结构，改善了生态环境，促进了就业，使蚌埠摆脱了老工业基地负重前行的困难

期，迎来了重返经济排头兵的大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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