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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城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江燕玲 宋 军 刘星星  

(重庆科技学院) 

【摘 要】文章分析了重庆大学城及其旅游资源的概况，提出了重庆大学城旅游资源的开发原则和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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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城是若干大学的集合体，在空间上首先表现为大学的集聚。大学的集聚带来了大学校园的集中、各类学生的集中以及

多学科的聚集、多种知识结构人才的聚集、科学研究的聚集、教学资源的聚集和教授专家的思想聚集。这种集聚带来了高等教

育不同资源间的重组、优化和配置，形成了区域特有的科技、教育、文化等自然和人文资源。各类资源的集聚必然导致某些经

济活动在其周边的发展和伴生，必将带动和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重庆大学城具有良好的区域位置、优美的人文环境和产业拓

展的巨大空间，同时也具备了发展大学城旅游的客观条件。 

文章将简介重庆大学城概况，分析大学城旅游资源的现状，提出大学城旅游资源的开发原则和具体对策。 

一、重庆大学城概况 

重庆大学城是重庆市建设长江上游教育中心和西部教育高地而确定的重点工程，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镇和陈家桥镇，

地处中梁山脉与缙云山脉之间，规划面积 33 平方公里，规划人口 50 万人，建设总投资约 300 亿元，汇聚了重庆大学、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重庆科技学院等 14 所

高校。截止目前，重庆大学城已有 8 所大学投入使用，入驻学生已经达到 8 万余人。预计到 2015 年，14 所高校将全部建成，

师生规模将达到 25 万人。 

重庆大学城正着力按照现代化、国际化、网络化、生态化的理念，按照校园基础设施一体化、教学设施及科研设施一体化、

文化娱乐设施一体化、后勤服务设施一体化、师生资源一体化的要求进行建设和打造，其发展目标是建成西部领先、全国一流

的教育城、科技城、人才城、文明城和生态城。 

二、重庆大学城旅游资源概况 

1.秀美的自然景观资源 

重庆大学城位于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的重庆市沙坪坝区，地势平坦，依山傍水，背倚缙云秀峰，可远眺歌乐美景，

林木葱笼，自然风光十分秀美。依托周边美丽的自然环境，重庆大学城各高校校内景观有机融合了校园周边的自然风景，特色

各异。如重庆大学的缙湖、云湖、松林公园，重庆师范大学的桃山、李山，重庆科技学院的灵湖、青杠岭等。重庆大学城美丽

的自然景观，使其不仅是绿树掩映、繁花媲美、书生朗朗的美丽校园，更是景观别致、品位高雅、绿荫遍地、令人陶醉的旅游

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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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 

(1)科普旅游资源  

重庆大学城汇聚了包括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院校等各类高校 14 所，集中

了开展科普旅游的重要软硬件资源。软件资源即重庆大学城汇集了市内外一大批知名学者、专家和教授，专家教授通过举办各

种学术讲座和报告来传播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来影响和吸引大学生和社会民众。硬件资源即各高校的大量的教学设施设备，

如重庆大学的全国重点实验室，重庆医科大学的生命博物馆，四川美术学院实验楼陶艺室等。 

(2)文化旅游资源  

重庆大学城内有别具一格的文化景观。如重庆大学标志性建筑图文资讯中心，四川美术学院独特的艺术建筑和校园内的雕

像、头额、题词、文化墙，重庆师范大学设施一流的剧院、名人塑像、字刻、壁画、纪念碑等。重庆大学城有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如重庆市大学生“校园之春”、校园文化节、社团文化活动月、红五月系列活动等。包罗万象的书法、美术、文学、乐团

等业余文艺社团的表演，名家名师的学术报告和讲座，各式各样的体育活动，品位高雅的各种艺术展览等构成了重庆大学城文

化旅游资源的内核。 

(3)体育旅游资源  

重庆大学城各高校体育设施齐全，拥有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场、网球场、游泳池等完善的体育设施。如重庆师范大学

体育馆、重庆医科大学韵博体育场、重庆科技学院大田堡体育场等体育设施，不仅可以吸引旅游者欣赏和观看高校重要的体育

比赛，而且可以吸引旅游者的直接参与和体验，满足和激发旅游者的参与热情。 

三、重庆大学城旅游资源的开发原则 

1.科学规划 

重庆大学城是重庆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新兴旅游资源，其开发必然要把大学城教育产业发展的实际和重庆旅游产业发展规划

及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实际有机结合，构建基于教育产业链的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形成以大学城为载体，以校园文化为灵魂，

以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目标的文化旅游产业。 

2.合理适度 

高校是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高校社会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强，重庆大学城作为地区文化和高校教育的交

流中心，与外界的交往必将更加密切。 

面对逐渐兴起的高校旅游热潮，重庆大学城旅游开发应当坚持合理适度发展的原则，充分考虑大学城的环境承载容量，制

定符合高校科研教学规律和旅游业发展思路的战略方针，坚持教研为主、旅游为辅，防止游客超载给高校教育工作和大学生学

习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坚决防止旅游开发与教育科研的中心任务相冲突。 

3.区域整合 

重庆大学城旅游资源在开发进程中，要充分利用内部优势资源，拓展教育产业与文化产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等相关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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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动发展效应，要与区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有机契合，围绕重庆大学城独特的科教文化优势，把高校、工业园和新农村有机

整合起来，把重庆大学城打造成科教、文化、生态为一体的旅游城，形成校园游、工业游和乡村游一体化的核心旅游产品，带

动周边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 

四、重庆大学城旅游资源的开发对策 

1.突出科技教育特色 

大学是高科技成果诞生和文化繁荣之地。重庆大学城旅游资源开发要始终把握住大学的根本特质，挖掘大学城最具有优势

的文化旅游资源，利用大学城内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各种标本陈列室、国家重点实验室、文理科基地等丰富的科普教育旅游资

源，凸显高校特有的教育特色。 

2.打造优美校园环境 

优美的校园环境是发展高校旅游必备的条件。重庆大学城作为高等教育的集中地，应立足于高起点、高要求、高标准的开

发与规划，其空间拓展和产业集聚也要与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结合，创造相对独立、清静、优美的环境，特别要注重大学城各

高校校园环境的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凸显自身特色的标志性建筑和人文旅游景观，力求各校园景观实现自然美、生活美、建筑

美、艺术美和教育美的统一。 

3.营造浓郁文化氛围 

文化是城市保持独特性和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文化决定着城市的品位，引导着城市的发展。重庆大学城旅游资源开发要

利用各高校丰厚的文化土壤和深厚的文化积淀，通过定期举办各种类型的讲座，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论坛，举行各种文艺沙龙、

校园社团活动，开展各种节日庆典等营造大学城特有的浓郁文化氛围，使置身大学城内的旅游者能真切地感受到莘莘学子的蓬

勃朝气和严谨学风，感受到大学别具一格的文化氛围。 

4.开发潜在客源市场 

大学城旅游客源市场的开发要把握主体是青少年学生和时间分布具有较强的集中性的特点 。一是要着力要开发国内客源市

场，各地中学生、有意愿来重庆上大学的学生及其家长、重庆市民和来重庆的旅游者等都是重要的客源市场。二是要着力开拓

国际客源市场。随着重庆高校国际合作办学的进一步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进入重庆大学城学习和生活，一些重要的

国际性学术交流也会在大学城举办，这些都是重庆大学城旅游潜在的国际客源市场。 

5.打造特色旅游产品 

重庆大学城旅游产品的设计，要突出其本身的特色和亮点，更要注意现场接待和产品线路的实际可操作性，注重塑造鲜明

而有特色的产品形象，给旅游者留下美好的印象。具体旅游产品的打造要围绕旅游者“食、住、行、游、购、娱”的具体需求，

围绕观光游览、会议旅游、探亲访友、修学旅游、体育旅游、科技旅游等内容，可以设计为中（小）学生理想游、大学新生入

学游、毕业生故地游、社会公众观光游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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