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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生态文化旅游竞争力研究 

——以襄阳市为例
1
 

陈 懿 1,田美玲 1,冀秀娟 2 

（1.湖北文理学院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湖北 襄阳 441053; 

2.山西省寿阳县第一中学，山西 寿阳 045400） 

【摘 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九大报告指

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从生态文化视角以襄阳市为例对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的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进

行 swot 分析，科学合理地反映出汉江流域中心城市发展生态文化旅游的"'势和不足之处，对城市生态文化旅游的

发展有重要意义，并对发展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生态文化旅游提出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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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不仅是宝贵的资源，也是普惠的民生，当下人民群众普遍强烈渴望拥有一个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态家园。党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需要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态文明也是中华民族长久发展大计。因此加

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我们必须树立和践行习主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保

护生命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与自然共成长，是生命共同体，因此人类必须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

然。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值得考究的问题，本文从生态文化角度来研究城市生态旅游发展，提出发展汉江流域

中心城市生态旅游对策。 

2 生态文化旅游简介 

生态文化旅游在近 30年来已形成国际趋势。生态旅游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里都有实践，世界各地也开始注重强调要尊重、

爱惜、呵护大自然，开始重视对大自然的保护开发。如 1989 年在美国成立了第一个世界非营利性的国际生态旅游协会，不仅加

强对环境和文化尊重的意识，而且通过协会来促进生态旅游的发展，从而促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化旅游可以让游客体察、

了解、感知各地人民的独特历史生活方式、丰富的宗教文化、带有当地特色的艺术建筑等。因此现在生态文化旅游也成为人们

寻求文化享受和加强民间交流的渠道。在中国，部分地区把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结合起来发展，以此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多

样的旅游方式。通过生态文化旅游引导人们追求文化品位和尊重保护大自然，如湖北省西部地区建立了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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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生态文化旅游来保护发展该地区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从而促进该地区的旅游经济文化发展。在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有关生态文明的论述，也坚定了我们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宣传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流价值观和社

会正能量，为推动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良好文化氛围。 

3 研究区概况 

汉江干流长 1577km，流域面积达 15.1万 km
2
,大约是长江流域面积的 9.2%,汉江流域是资源要素比较密集的地区。襄阳位于

汉江中游平原腹地，是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中心城市。而且“十二五”末通过的《关于加快建设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实施意

见》中提出“充分发挥襄阳在汉江流域开放开发中的战略引擎作用，加快建设汉江流域中心城市”。汉江流域 30km
2
范围内缺乏

一个能级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城市。从地理位置看，汉江流域的 15个城市中，武汉位于汉江最下游，受地理位置限制，无法

很好地辐射带动流域内其他城市的发展。而其余 14个城市中，襄阳由于位于汉江中游，地理区位较好，对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强。

从行政区划角度，武汉市是大城市，刚好襄阳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凭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弥补武汉对汉江流域城市的辐射带动

能力的先天不足。从汉江流域版图角度，襄阳居中辐射的优势区位非常突出，具备成为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先天优势。事实上，

位于沿长江通道、京哈京广、陆桥通道、包昆通道“两横两纵”合围区域的中间地带，位于四个国家级城市群的结合部的襄阳

就沟通联系国家级城镇带和城市群的重要节点和枢纽有众多优势，十分有利于沟通南北、辐射周边。因此，襄阳建设汉江流域

中心城市，不仅利于扩大对省域腹地地区的辐射范围，而且利于推动汉江流域和不同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从而更好地引领、带

动这片区域城市群的生态文化旅游发展。 

4 襄阳市生态文化旅游竞争力 SWOT 分析 

4.1优势 

4.1.1 生态文化资源丰富。襄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楚文化、汉文化、三国文化的发源地，已有 2800 多年历史；名胜

古迹旅游以三国文化为主要特色；襄阳保康原始森林遮天盖日，珍稀植物种类繁多，具有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发展生态文

化旅游提供先天性优势。 

4.1.2 客源广泛。襄阳是湖北省省域副中心城市，位于四个国家级城市群的结合部，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决定了它的客源广

泛。 

4.1.3 交通便捷。襄阳处于汉江流域中游，无论古今，地理位置都十分优越；现有刘集机场，开通多条航线；有各大高速、

国道和三条铁路交汇；公路、铁路也通达全国各大中心城市。发展生态文化旅游的可进入性好。 

4.2劣势 

4.2.1生态文化资源的局限。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一个城市的资源要素和发展空间是有限的。文化资源在时间上存在延续

性，生态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分散性。 

4.2.2基础设施薄弱，发展无序。生态原始地区资源保存较好，但这些地区绝大部分发展比较落后，基础设施和上层设施建

设滞后。 

4.2.3 缺乏专业人才。旅游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有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而发展生态文化旅游，需要从业人员有更高的

的业务素质和极好的服务质量，但当前襄阳高素质的旅游人才缺乏，严重阻碍襄阳生态旅游开发和进一步发展。 



 

 3 

4.2.4开发力度小，缺乏知名品牌。主要是襄阳旅游产品开发层次较低，缺乏主导产品开发，缺乏有品牌效应的景点，重自

然旅游资源开发而轻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等。 

4.3机遇 

4.3.1政策契机。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对生态文化的重视，湖北积极推动将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纳入国家战略，实现一体化

发展，因此襄阳也是培育区域城市的重点区域。 

4.3.2现代旅游迅猛发展的机遇。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背景下，旅游逐渐成为人们基本生活方式，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

到 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旅游接待国，这对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襄阳是绝佳历史时机。 

4.3.3生态旅游广受欢迎。由于人们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传统的观光型旅游已不能再满足游客的需求，人们文化程度和生

活水平的提高开始吸引大家追求“放松休闲、回归自然”的生态旅游。襄阳生态旅游规划与开发正赶上生态旅游发展的机遇期。 

4.4威胁 

4.4.1旅游业发展不成熟。各自为政，缺乏区域协作。目前旅游市场开发藩镇割据、良莠不齐，缺乏务实合作。 

4.4.2资源环境的破坏。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进，以前经济落后的但保存良好生态环境的地区受到负面影响。 

4.4.3 生态意识淡薄。由于当地社区居民及旅游开发商、管理者的生态意识淡薄或只重视自然生态的保护而忽视文化的生态

问题，因此在文化生态旅游的开发及后续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因开发利用而改变了文化的原始风貌问题，生态旅游成了“破坏

生态”的旅游。 

4.4.4市场规模的约束。市场竞争压力大，襄阳生态文化旅游开发要体现与其他省市生态文化旅游区的独特之处，体现其差

异地位。 

5 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生态文化旅游发展对策 

5.1走一体化开发的道路，把握整体性原则 

汉江流域文化资源分布分散，因此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必须跨区域联合开发、一体化运营。特别是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具有空

间上的发散性和时间上的延续性，如楚文化主要分布在襄阳、荆州等地；神农文化主要分布在随州、谷城和神农架等地；三国

文化主要分布在襄阳、荆门等地。所以汉江流域中心城市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采取对应的办法来解决部门或区域的分割处理，

加强各中心城市的合作，统筹协调发展生态文化旅游需要的各方面能力，实现旅游资源的整体开发和管理，进而整体保护和利

用旅游资源。 

5.2发挥资源优势，开发特色旅游产品 

汉江流域中心城市应利用旅游迅猛发展及生态旅游热的良好趋势，抓住机遇，积极迎接挑战，充分发挥各地独特的旅游资

源优势，开发不同类型，有特色的旅游产品。 

5.3提高可进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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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流域生态文化资源保存良好，但经济落后的城市应抓住政策引导的契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态文化旅游区可

进入性。 

5.4加大管理和保护力度，防止文化的商品化和庸俗化 

加强产业之间的融合，协调发展。可举办一些活动来宣传，如通过影像反映集文化博览、生态观光、农事体验、休闲度假

为一体的汉江流域生态文化旅游区。 

5.5保护第一，以开发促保护 

正确对待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处理问题，城市绝对不能单纯的为了片面的经济发展来彻底损坏自然、历史文物资源。要强化

政府、开发商、旅游者的生态保护意识，加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5.6重点推进，逐步发展 

城市要有重点有层次的、循序渐进分批分次的进行旅游开发，不能求快，不能厚此薄彼，应注意自然旅游资源与文化旅游

资源的有机结合。 

5.7加快人才培养，提高服务水平 

利用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培养专业的优秀旅游服务人员，吸引其他优秀人才，完善旅游行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制度，提升生态文化旅游服务水平，打造汉江流域生态文化旅游品牌。 

6 结论 

通过以上 swot分析，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生态文化旅游发展的优势在于生态文化先天性资源丰富，资源质量品味都较高、交

通便捷、客源广泛、开发机遇好。主要存在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薄弱、开发能力和经验不足、欠缺区域合作，各地开发分散

等不足。因此发展汉江生态旅游，中心城市要对症下药，扬长避短；各地区要差异化定位，丰富开发汉江流域生态文化旅游资

源；还需将强区域，各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联合开发；通过生态文化旅游资源项目打响汉江生态文化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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