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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市国家全局旅游示范区创建启示
1
 

刘 蕊 

(湖北省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2019 年 6月，鄂旅投集团组织公司青年人才外出考察，主题是“美丽乡村建设与全局旅游”。近年来，

集团加大对相关主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致力于为湖北省乡村振兴和全局旅游的发展做出贡献。笔者目前在基

层从事文化旅游工作，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对全局旅游的发展做了些总结和思考。虽然各地实际情况不同，但“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峨眉山市创建国家全局旅游示范区工作走在前列，其先进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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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国家旅游局局长的李金早在 2016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提出，全局旅游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将旅游产业作为优势领导产业，

对区域内的经济社会资源，特别是旅游资源、生态环境、体制机制、相关产业、公共服务、文明素质、政策法规等进行全方位、

系统化的优化提升，进而使区域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资源有机整合、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产业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

ー种全新协调发展路径和理念。峨眉山市是 2016年公布的首批国家全局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自然地理环境得天独厚，历史文

化底蕴深厚，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旅游资源丰富多彩。峨眉山以其悠久延绵的佛教文化和优美的自然风光享誉世界，于 1996年

12 月成功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峨眉山市秉承“生态立市、文旅兴市、茶旅强市”的理念，致力于打造绿水青山典范城

市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2019 年 4 月，峨眉山市被四川省推荐为首批国家全局旅游示范区验收认定单位，此次考察正逢峨眉

山市迎接国家验收的关键时期，借此机会，我们与峨眉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就全局旅游示范区的创建工作进行了深度交流。 

2 峨眉山市创建国家全局旅游示范区工作亮点 

2.1大力推进旅游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一是实施地方党政一把手统筹制度。峨眉山市由于其特殊的全局景区式旅游目的地属性，全局旅游是其发展的第一要务，

是地方政府的“一号工程”。峨眉山市党政一把手兼任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党政一把手，真正实现了全局旅游发展“山

上山下” 一盘棋，为区域生产要素的高效、优化配置提供了强大支撑。二是成立全局旅游示范区创建领导小组和数十个旅游相

关专业领导小组，并成立专门的旅游产业辅导小组，在体制机制上形成专业化、多角度的覆盖，为全局旅游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组织保障。三是创新人才培养发展机制。峨眉山市与峨眉山风景名胜区实行人才交流培养计划，市里与景区的人员打通使用和

提拔，解决了高素质旅游人才发展的后顾之忧。 

2.2高起点站位提供旅游行业各项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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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是以全局旅游规划作为区域顶层设计，实现“多规合一”。峨眉山市以全局旅游规划为引领，将全局旅游规划中的核心理

念、重要内容贯穿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法定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二是实施髙标

准的“553”招商政策。“553”政策即：世界五百强、全国五百强、行业前三。峨眉山市通过实施这一政策吸引了一些全球知名

企业落户，有力推动了峨眉山市旅游产业向国际化和更高层级、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三是搭建以旅游产业为主导的区域型平

台主体。整合设立了文旅交投公司、峨眉投资集团等新型主体，涵盖了公共交通、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与旅游发展息息相关

的多项要素，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系统的、全方位的要素保障运行机制。 

2.3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完善配套设施建设 

以公共交通为例，峨眉山市拥有“两铁四高”，成都至峨眉高铁只需 1小时，省道、乡乡通、村村通公路纵横密布，正在建

设峨眉山市第二条旅游上山公路，保持和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カ度为全局旅游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景区建设为例，峨

眉山市拥有 1个 5A级景区、3个 4A级景区、1个 3A级景区和 1个省级旅游区，正在打造第二个 5A景区，持续创建高级别旅游

景区丰富和完善了峨眉山市旅游产品、增加了旅游接待能力、提升了旅游配套服务能力。 

2.4多产业融合激发全局旅游发展内生动力 

发展全局旅游的核心要务之ー便是引导多产业融合发展，形成区域泛旅游产业集群。笔者认为这也是全局旅游真正实现以

及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发展全局旅游就是要以旅游产业为核心，引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统筹产业空间布局，集聚多元化

业态，推进三次产业门类之间的主动融合、充分融合和创新融合。峨眉山市从产业发展角度推进全局旅游，提出了 “九个一”，

即：一桶水、一杯茶、一瓶酒、一台戏、一盅汤、一展会、ー套拳、一首歌、一根针，涉及工业、农业、文化、体育、健康、

医疗等多个产业与旅游产业之间的密切融合，用“九个一”文旅品牌拓展了旅游关联产业，使旅游主导产业兼具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为全局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支撑。 

3 小结 

峨眉山市构建国家全局旅游示范区在顶层设计和政策制定等方面做法创新、务实，执行效果好，但核心和落脚点在于其已

跨越了全局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即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单位的行政手段统筹的阶段，进入了全局旅游发展的更高阶段，即通过

发展多产业融合发展落实公共福利供给和休闲旅游统筹发展的阶段。峨眉山市通过以旅游产业为主导的多产业集群，实现旅游

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的高度融合，在空间和产业层面合理高效配置生产要素，以旅游产业统领区域经济发展，最终实现

全局旅游主客共享、惠及全民。 

4 问题与建议 

目前大多数地区全局旅游发展还处于全局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单位，通过地方行政手段来强化统

筹全局旅游发展能力，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行政协作、顶层设计、政策制定、制度落实等方面的问题，全局旅游推进的

动力不足、效果不一。在这种情况下，结合峨眉山市创建实例，我们不能单纯照搬照抄制度层面的东西，关键在于透过峨眉山

市创建工作看到全局旅游发展的本质，指引全局旅游的发展方向和着力点。 

综上，在我国旅游业市场化程度和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在旅游发展的模式方面局限于投资驱动型的情况下，供需

不匹配、有效需求不足、旅游投资拉动不明显等现象需要通过全局旅游的发展来改善。因此，在发展全局旅游的过程中，在由

全局旅游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过渡的过程中，应注重通过产业的发展带动地方公共服务设施和旅游产品的提档升级与优化，加

强旅游产品的供给侧改革，注重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并引导落实旅游资源的公共属性，注重公共旅游休闲产品的供给、公共服

务设施的建设。通过产业融合构建良好的旅游社会经济发展生态圈，利用完善的公共服务实现主客共享，运用健全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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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宜居宜游大环境，使全局旅游从口号上过渡成为真正能够统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

建设等各项任务的重要抓手，助推实现城乡区域统筹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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