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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重庆”视角下的重庆生态旅游发展研究 

汪正彬1 

(重庆教育学院经济贸易系，重庆 400067) 

【摘 要】:生态旅游是一种全新的旅游活动和消费方式，它关注生态和环境，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共

存;宜居重庆则是在科学发展观和 314 战略指引下的宏伟实践和有益探索、生态旅游与宜居重庆在对环境的关注上

表现出惊人的契合.本文通过研究重庆发展生态旅游对建设宜居重庆的价值和发展生态旅游的可行性，提出了强化

生态旅游意识、培养生态旅游人才，加强生态旅游市场调研、完善生态市场需求预测，科学评价资源环境影响、合

理开发生态旅游资源，改善重庆城市人居环境、树立生态旅游城市形象，建设生态旅游设施、提高居民生活便利度，

开发生态旅游产品、满足市民精神需求等六项旨在建设宜居重庆的重庆生态旅游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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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理念，明确提出了走文明、生态、环保、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2005 年 12 月《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强调:倡导生态文明，强化环境法治，完善监管体制，建立

长效机制，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2009 年 4 月《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也为重

庆指出了实施资源环境保障战略的道路。树立生态立市和环境优先的理念，创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

济和低碳经济，建设森林城市。保护好三峡库区和长江、嘉陵江、乌江流域的水体和生态环境，建设长江上游生态文明示范区
[1]
。

2009 年 12月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上中国也高屋建领、勇担责任，向世界明确表态要走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2010

年 2 月中国城乡建设部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又将重庆列入国家五大中心城市，使重庆成为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之

后具有引领、辐射、集散功能的国家级中心城市和中西部唯一的中心
[2] 
    

在 314 战略的指引下，重庆市委市政府立足现状，因地制宜，以人为本，注重长效，创造性地提出了“五个重庆”建设的

宏伟发展目标。其中，宜居重庆更是深得民心，立志要将重庆打造成为西部乃至全国知名、新型、和谐的“宜居城市”。随着经

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旅游思想和旅游行为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生态旅游的诞生和蓬勃开展也为资源的合理利用

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发展生态旅游和建设宜居重庆都要求正确处理好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要努力实现生态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本文立足宜居重庆的新视角，尝试着研究重庆生态

旅游的发展，寄希对重庆旅游业特别是生态旅游建设有所裨益。 

1 发展生态旅游对建设宜居重庆的价值分析 

1.1发展生态旅游为宜居重庆的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1.1.1缓解城市热岛效应，优化重庆整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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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一直以来污染非常严重，空气质量不佳，前些年的中秋几乎很难见到圆月，整个冬天更是一片

雾蒙蒙的景象;另外，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又使之拥有了的“火炉”的“美誉”。重庆主城区，特别是渝中区、九龙坡区和沙坪

坝人口密度大，高楼林立，使重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热岛，使得重庆主城，特别是夏天的重庆酷暑难耐，根本不适合人居。通

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着力建设和美化重庆的主城、渝东南、渝西，特别是长江生态屏障等四大核心旅游区，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加快环保汽车的研发和使用.缓解重庆的城市热岛效应.改善重庆的局部气候，从整体上优化重庆的人居环境。 

1.1.2发展生态旅游可以极大改善重庆的人居环境质量     

通过倡导绿色生态理念，发展城市生态旅游，大力植树造林，兴建和改建各区县的公园，建设和扩建公共绿地，优化居民

小区环境，完善相关服务设施，保护好仙女山、四面山、给云山和南山等国家级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大力开发生态旅游资

源，建设温泉旅游、森林旅游、乡村旅游等生态旅游产品，旅游修复和展现重庆的巴渝文化、抗战文化、红色文化和陪都文化，

从而大大地改善重庆的人居环境质量。比如李子坝社区的拆迁和嘉陵江滨江带生态公园的建设将很好地解决该社区烂尾房、交

通拥挤和滨江路的美化问题。 

1.1.3发展生态旅游可以提升重庆社会文明程度     

社会文明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积极向上、健康活活泼的社会文化又是宜居城市的重要特征。旅游业的一个重要功

能就是通过旅游业的开展来开阔人们的视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了解，提高人们的素质素养，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

程度。而生态旅游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的和平共处与和谐发展，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可以在整个社会营造一种尊重自然，

保护自然，自然-人-社会和谐共存，协调发展的良好氛围，从而促进重庆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 

1.2发展生态旅游可以优化重庆宜居城市形象     

生态旅游可以彰显重庆城市特色，增强重庆的吸引力，凸显重庆宜居的新形象。从 2009年度的全国十大宜居城市中我们可

以发现，所有城市都是生态旅游非常发达的城市。比如大连以‘浪漫之都’赢得人们的向往，成都以‘休闲之都’成为创业者

的宜居天堂，海南因为要建设国际旅游岛而使房价飘升，由此可见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一个城市树立宜居形象的作用之大、影

响之远。重庆正在积极推进全市旅游环境建设，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城市形象，努力建设高品质的西部和全国知名的宜居城市。 

1.3发展生态旅游可以增强重庆宜居核心竞争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事实让人们相信城市的生态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推动力，一座宜居的城市必定是一座有吸引力、有竞争力的

城市，优质的生态环境已逐渐成为一个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发展生态旅游可以创造出宜居的环境，可提升城市对外开放程度和

城市人气，是城市吸引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各项资源的软实力。从这个角度讲，发展生态旅游，建设生态城市可以全面

提高重庆的宜居城市核心竞争力。 

2 重庆发展生态旅游可行性分析 

2.1重庆生态旅游资源丰富 

2.1.1自然生态旅游资源 

重庆特殊的地理构造造就了重庆丰富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有广裹的森林、独特的高山草地、优美的自然水体、富集的温

泉、珍稀的动植物及独特的民风民俗等。据不完全统计，重庆拥有重庆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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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长江三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 4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给云山风景

名胜区、金佛山风景名胜区、四面山风景名胜区、芙蓉江风景名胜区、天坑地缝风景名胜区等 6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黄水、

金佛山、武陵山、歌乐山、南山等 24个国家级森林公园、87个国家 A级景区(其中 5A级 2个、4A级 33个、3A级 26个、2A级

25个、1A级 1个)，垫江牡丹生态旅游区、永州黄瓜山百里果乡、北暗金果园生态旅游区等 16个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另外，

在重庆的主城、合川、涪陵和万州等区域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大中小学，绿树成荫，校园环境优美。这些对重庆发展生态旅游的

具有极大的潜力。 

2.1.2人文生态旅游资源     

重庆历史源远流长，文物积淀深厚，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文生态旅游条件。重庆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巴渝文化，历

代的劳动人民在巴蜀这块土地上辛勤劳动，留下了大量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古代石刻文化、巴渝文化、

三峡文化、抗战文化蜚声中外，尤以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雄伟壮丽的长江三峡、璀璨迷人的山城夜景闻名遐迩。据不完全

统计，重庆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3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40 处，全国历史文化名镇 3 个，市级历史文化名镇 18 个，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6 处，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区 1 处，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4 个，市级重点烈士纪

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4个。丰富的自然和人文生态旅游资源为开发生态旅游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出。 

2.2重庆市生态旅游市场潜力巨大     

随着人们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追求新奇的心理等因素使得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方式，已经

成为一种新兴的、受大众喜爱、为大众所推崇的旅游活动而得到迅速发展。2009年，重庆市共接待境内外游客 1.23亿人次，其

中入境游客 104.8 万人次，增幅 21.9%，居全国第一，实现旅游总收入 5.4 亿元。其中，生态旅游占有较大比重，2010 年重庆

温泉旅游年也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助推重庆的生态旅游发展。重庆市的南川金佛山、武隆仙女山、江津四面山、北暗给云山、南

山、歌乐山、茶山竹海、万盛黑山谷、金刀峡、芙蓉洞、天坑地缝、巫山小三峡、长寿湖、白云湖、龙水湖和“五方十泉”等

生态旅游景区正受到市场的欢迎和喜爱，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2.3重庆市生态旅游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
[3] 
    

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重庆已初步建立起以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和地质公园为主要载体，以观光、休闲、

度假、科研和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长江三峡黄金旅游线、四面山-金佛山生态旅游区、仙女山-芙蓉洞观光休闲旅游区、渝东

南民俗旅游区和山水都市旅游圈等为核心的生态旅游发展格局。长江三峡、乌江画廊、五方十泉等生态旅游产品在市场中已具

有一定的影响力。 

3 旨在建设宜居重庆的重庆生态旅游发展策略     

“宜居重庆”建设是一个包括自然、经济、社会在内的、复杂的综合系统，需要涉及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

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和公共安全度等各个方面。我们结合宜居重庆建设的要求，结合生态旅游发展的机制和规律，加

强重庆生态旅游建设。 

3.1加强生态环境教育，培养生态旅游人才     

思路决定出路，意识决定行动。要建设生态宜居重庆，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观念和意识问题。这不仅是管理者的生态意识

问题，更多的是要通过大力宣传生态旅游的理念，方法和措施全面提高重庆市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在全市掀起居住生态、饮食

生态、工作生态、交通生态、环境生态的新风尚，促进重庆社会文明程度的全面进步。意识是先导，人才是关键。发展生态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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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建设宜居重庆，就必须建设一支既懂得生态旅游专业知识，又对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园林园艺、生态保护等综合业务熟

悉的人才队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生态旅游的发展能促进宜居重庆的建设。 

3.2加强旅游市场调研，完善生态市场预测     

需求决定供给。加强对重庆市旅游局和宜居建设办公室的整合，成立生态旅游市场调研领导小组，对重庆市生态旅游资源

的种类、等级、数量和生态旅游市场的现状、特征、发展潜力进行调查，了解重庆市生态旅游需求的类型和强度.为生态旅游资

源的开发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更好地指导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 

3.3科学评价环境影响，合理开发旅游资源
[4]
     

生态旅游和宜居重庆都极大地关注和依赖资源环境，而生态环境资源又具有相当的脆弱性，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恢复。

我们应当本着生态、环保、可持续的理念，科学评价资源环境影响，合理开发有限的生态旅游资源，杜绝生态旅游资源的浪费。

比如重庆的给云山和南山都是重庆主城区的“肺叶”和“氧吧”，关乎到主城 1000 万人民的健康。在开发生态旅游的过程中，

既要定期对生态环境进行检测和评价，又要严格按照国土资源部、林业厅的规定，合理使用土地资源，不能够因谋求一时的经

济利益而无限制地开发别墅。重庆是一座大城市，但缺乏统一规划，主城区户外广告过多、过乱，严重影响了宜居重庆的城市

形象，要继续加大综合执法力度，对户外广告牌进行拆除，并对重点区域进行拆后美化和点缀。 

3.4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树立文化生态形象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个宜居城市的重要特征。重庆是一座山城，也是一座水城，山是一座城，城是一座

山，山水交融，环境优美，拥有丰富的文化生态旅游资源。但是，由于缺乏对其进行深度的挖掘、科学的整合、恰当的建设和

得力的宣传，导致重庆没有形成一个极富地方特色的文化生态旅游品牌和形象。为此，重庆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和生

态优势，大力“拆危建绿”，实施碧水蓝天工程，着力挖掘生态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生态旅游新形象，开发文化生态

旅游线路，综合人员、媒体、雕塑等多种方式宣传重庆文化生态旅游新形象，从而大大改善重庆的人居环境。 

3.5建设生态旅游设施，提高居民生活品质     

所谓宜居，应当是能满足绝大部分人生活的基本需要，是居民的宜居。一个宜居城市，不仅要有宽广的街道，优美的环境，

还应该要有便利的生活条件。与一般的旅游活动相比，生态旅游具有自身的特点，对旅游设施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在《国务院

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加快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发挥集散地枢纽功能。重庆在

发展生态旅游，建设生态旅游设施的过程中，应尽可能考虑进当地社区居民的合理需要，对城市绿地的选址、规模、功能、空

间布局、旅游地文化背景及其对旅游活动的容纳能力等进行科学的规划和建设，为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生活便利提供支持。 

3.6开发生态旅游产品.满足市民精神需求 

    生态旅游是一种非消耗性、教育性、探险性的新型旅游，是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社会经济价值，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进行生态教育的生态工程和旅游活动。重庆应当充分利用丰富的温泉旅游资源、森林旅游资源和农村生态旅游资源，着力开发

生态观光、生态休闲和生态度假等生态旅游产品。综合开发现代旅游产品，积极发展渝东南地区民族特色手工业和民俗生态旅

游，培育一批功能齐全的特色旅游景点。依托三峡工程、三峡文化和三峡生态长廊，构建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从对旅游

者的行为引导和制约的角度出发，在各生态旅游区内营造一种保护生态和环境的氛围，使旅游者能够尽可能注意自己的各种行

为。在一些重要生态景区景点建立生态馆，通过各种生动有趣的活动向游客介绍重庆生态旅游的内容、特色以及生态学和地学

上的价值，使环境保护的教育和生态知识的普及潜移默化而又生动有效地进行，从而提高游客生态环境意识，引导游客按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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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旅游的要求享受回归大自然的乐趣，从而满足重庆市民的精神需求。 

生态旅游是旅游发展的高级阶段，在旅游业深入发展的今天显示出了独特的优越性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宜居重庆是重庆市

审时度势、以人为本提出的战略构想。通过积极发展生态旅游，可以有效地推进宜居重庆、甚至是“五个重庆”的建设步伐和

力度，为重庆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生态立市，建设西部典范的生态宜居城市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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