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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层理论视角下上海迪士尼乐园 

周边区域发展 

黄晓微
1
 

(上海申迪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205) 

【摘 要】:上海迪士尼乐园不仅带来主题乐园本身的经济效益,而且它的辐射效应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

方面｡下一阶段,应加快旅游度假区规划与地方区域规划协同,加强旅游资源整合,打造上海全域旅游示范区,围绕度

假区全产业链模式,分阶段制定配套产业政策,以更好发挥迪士尼辐射效应,有效带动周边配套产业,建设现代化复

合型旅游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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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圈层理论研究现状 

 (一)圈层理论的概念及其应用 

德国农业经济学家冯·杜能(1826)最早在农业领域提出圈层结构理论｡他认为在“孤立国”的几个假定条件下,农产品生产

活动是追求地租收入最大化的合理活动,因此农场主选择最大地租收入的农作物进行生产,从而形成农业土地利用的杜能圈层结

构｡ 

随着时代的演进与社会形态发展,学者逐步将圈层结构理论应用从农业领域延伸至现代城市空间规划,研究发现圈层理论对

城市及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车春鹂､高汝熹等(2009)研究分析巴黎､东京､纽约与上海的城市圈层结构,通过数据实

证比较,提出对上海各级圈层土地功能规划的建议｡柴攀峰､黄中伟(2014)指出长三角区域正逐渐从单一中心向多中心化模式转

变,基本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圈层与苏州､杭州､宁波､无锡､南京为次核心的多核心圈层结构｡ 

闫永涛､吴天谋等(2010)基于空港经济空间发展的圈层影响模式,针对广州市空港经济区规划的范围划定､产业选择､空间布

局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张蕾､史威(2014)对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空港经济区范围进行界定,并借助GIS技术､综合圈层分析

和热点分析方法,研究区内空间结构演变｡ 

众多学者也将圈层结构理论广泛应用于旅游产业研究｡张立生(2007)比较上海城隍庙和苏州观前街游憩商业区的内部空间

结构,得出城市RBD的圈层结构特征由内到外呈现出核心圈层､边缘圈层和辐射圈层的结论｡郜捷､孙小龙(2016)研究贵阳避暑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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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资源､旅游交通和旅游市场空间结构特征,提出贵阳避暑旅游核心区､区域避暑旅游圈以及西南地区避暑旅游城市群的3层级避

暑旅游发展优化策略｡ 

(二)迪士尼乐园周边区域的圈层结构体系 

基于圈层结构理论与迪士尼周边区域的具体情况,迪士尼乐园及周边区域可大致分为 4 个圈层区域(图 1),在空间地域､时间

阶段､产业带动 3 个方面,迪士尼周边区域的发展由核心圈层向外围圈层不断扩张,最终促进整片区域社会和经济快速发展｡一是

核心区域,位于迪士尼乐园所在区域 1 千米以内,在第一阶段建成并投入运营,此区域的客流量最大和关注度最高,并对周边区域

产生巨大的辐射效应｡二是一级辐射区域,距离迪士尼核心区 3 千米以内,发展阶段涵盖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乐园辐射效应直接

影响此区域,主要带动产业为基础设施､旅游度假､酒店住宿和商业购物等产业｡三是二级辐射区域,距离迪士尼核心区 3~10 千米

以内,在第二阶段乐园间接影响此区域,主要带动产业为旅游度假､文化创意､会议展览与体育休闲等产业,并且兼容部分城市配

套功能｡四是边缘辐射区域,是指迪士尼核心区 10千米以外的所在行政区域,在第三阶段产业和城市相互融合,带动当地就业并且

增加税收贡献,提升区域形象,全面促进区域社会和经济繁荣发展｡ 

 

二､全球五大迪士尼乐园周边区域发展比较 

除了新建的上海迪士尼乐园之外,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有5家迪士尼主题乐园,分别位于美国洛杉矶､美国奥兰多､日本东京､法

国巴黎和中国香港｡基于国际经验,针对5家迪士尼乐园周边区域的发展情况进行归纳总结(表1､图2),结果表明,迪士尼乐园及周

边区域的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即起步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在每个不同阶段中,主题乐园､配套设施､主要发展产业以及

区域影响都遵循着阶段性的发展规律｡ 

(一)第一阶段:基础设施带动起步期 

以一期迪士尼主题乐园开发为主线,迪士尼公司与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政府投资建设周边配套基础设施,提供便捷的交通配

套设施,乐园建设运营会带动当地就业､为政府提供税收贡献｡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产业带动上,以主题乐园､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周

边酒店､旅游与零售等产业迅速发展,乐园周边迪士尼酒店､迪士尼小镇等同步投入运营,这些酒店和商店不仅解决了游客住宿和

购物需求,同时也是度假区主题型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集聚方面,由于迪士尼的品牌效应,客流量主要集中在主题乐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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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区域客流量也同步有所增长｡基础设施配套方面,为应对大客流的交通压力,伴随迪士尼乐园的开业运营,直达乐园的道路､

地铁线或火车线等交通配套设施均同步配套开放｡圈层效应体现在,显著的辐射效应促使周边区域酒店价格､商业店铺租金与房

地产价格均在短期内呈现出大幅度上涨｡ 

(二)第二阶段:商旅文协同发展期 

经过约10年时间,在一期主题乐园基础上,迪士尼公司扩建二期主题乐园,周边相关产业开始集聚,旅游度假区初步形成一定

规模｡其主要特征为:商业配套方面,大型综合商业购物中心建成营业,有效承接辐射效应,为度假游客提供另一种消费选择;产业

方面,当地政府与企业在乐园周边开发建设旅游度假､酒店住宿､会议展览､文化创意与体育休闲等项目,促进商旅文产业协同发

展;人口集聚方面,随着度假区产业和活动日益丰富,游客和商务人士增加在度假区的停留时间｡圈层效应主要体现在,迪士尼周

边区域初步形成复合型旅游度假区,产生积极的区域影响｡以洛杉矶迪士尼为例,乐园周边2.2平方英里形成了复合多元的阿纳海

姆度假区,其中包含迪士尼度假区､阿纳海姆会议中心､本田运动中心和天使球场等｡ 

(三)第三阶段:产城融合成熟期 

迪士尼乐园继续扩建主题乐园和主题酒店,周边区域发展规模进一步扩大,带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产业

方面,伴随大量人口导入和周边配套设施的改善升级,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该地区的产业发展吸引其他相关产业进行投资发展｡

由于乐园周边的区位､自然地理条件不同,周边发展的产业也各不相同｡香港迪士尼周边以山地为主,适合对接郊野公园,开展培

训活动､会议展览等产业;东京迪士尼周边为填海造田的新增土地,配套便捷的京叶线等交通条件,周边发展为邻近城市中心的重

要人口导入区｡人口集聚方面,从最初游客和商务人士短期停留,逐步发展为就业和居住人口长期导入｡圈层效应体现在,区域形

象得到提升,所在区域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从农业为主的市郊地区成功转型为都市旅游度假胜地｡ 

表 1 5家迪士尼乐园周边产业情况 

园区地点 

带动产业 
美国洛杉砚 美国奥兰多 日本东京 法国巴黎 中国香港 

主题乐园 
迪士尼乐园、加州迪

士尼冒险乐园 

4座主题乐园、2座水

上乐园 

东京迪士尼乐园、东

京迪士尼海洋 

迪士尼乐园、迪士

尼影城公园 
香港迪士尼乐园 

酒店住宿 

迪士尼温泉大酒店、

迪士尼乐园酒店、迪

士尼天堂码头酒店 

迪士尼度假区酒店、

其他精选豪华酒店、

更多度假酒店 

3家迪士尼饭店、多家

公认饭店 

迪士尼酒店、迪士

尼自然度假区、伙

伴酒店 

迪士尼探索家度

假酒店、香港迪士

尼乐园酒店 

商业购物 

迪士尼商业区、阿纳 

海姆 GardenWalk（距

乐园 1.8千米）、橘县

奥特莱斯（距乐园 

5.6千米） 

迪士尼之泉、迪士尼

Boardwalk、奥特莱斯

购物中心（距乐园 4.3

千米） 

伊克斯皮儿莉、舞浜

站前综合商业设施、

浦安站大型商业集聚

地（距乐园 4千米） 

迪士尼小镇、河谷

购物村（距乐园 2

千米） 

 

体育休闲 

阿纳海姆天使球场

（距乐园 6.7千米）、

本田运动中心（距乐

园 6.6千米） 

ESPN体育大世界、迪

士尼高尔夫球场 
浦安市体育公园 

迪士尼高尔夫球

场 

迪欣湖活动中心

（距乐园 1千米） 

文化会展 
阿纳海姆会展中心

（距乐园 1.8千米） 

奥兰多会展中心（距

乐园 9.6千米） 

舞浜圆形剧场、新浦

安市会议中心（距乐

园 4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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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度假 

诺氏果园主题乐园

（距乐园 11千米）、

亨廷顿海滩（距乐园

30千米）、新港滩（距

乐园 29千米） 

哈利•波特的魔法世

界（距乐园 13千米）、

奥兰多海洋世界（距

乐园 8千米） 

 
巴黎自然村庄（距

乐园 6千米） 

香港海洋世界（距

乐园 34千米）、大

屿山（距乐园 17

千米） 

 

资料来源:根据迪士尼乐园官方网站和谷歌地图网站信息整理,截至 2018年 12月 

 

三､上海迪士尼乐园周边区域的现状瓶颈及问题原因 

 (一)迪士尼乐园客流量高速增长 

上海迪士尼乐园于2016年6月正式开园,迎来全世界游客和业内人士前往游览,客流量保持持续增长态势｡根据世界主题娱乐

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表2),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园首年客流量超过1100万人次,创造了全球主题乐园开园首年的新纪录,并且在

2017和2018年度,连续两年客流量达到1100万人次以上,排名全球第8位,亚洲第4位和全中国第1位｡ 

表 2 2018年全球游客量排名前 10位的主题乐园 

乐园名称 2018年增长率（%） 2018年排名 2018年客流量（万人次） 2017年排名 2017年客流量（万人次） 

迪士尼魔法王国 2.0 1 2085.9 1 2045.0 

加州迪士尼乐园 2.0 2 1866.6 2 1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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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迪士尼乐园 7.9 3 1790.7 3 1660.0 

东京迪士尼海洋 8.5 4 1465.1 5 1350.0 

大阪环球影城 -4.3 5 1430.0 4 1493.5 

迪士尼动物王国 10.0 6 1375.0 6 1250.0 

迪士尼未来世界 2.0 7 1244.4 7 1220. 

上海迪士尼乐园 7.8 8 1180.0 8 1100.0 

迪士尼好莱坞世界 5.0 9 1125.8 9 1072.2 

珠海长隆海洋王国 10.6 10 1083.0 11 978.8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主题娱乐协会(TEA)网站信息整理 

在迪士尼乐园开园效应的推动下,上海旅游业呈现良好增长趋势｡游客数量在2016年实现2.96亿人次的基础上,2017年共接

待3.18亿人次,同比增长7.4%｡迪士尼乐园游客平均在园时间高达9~10小时,显著提升了在沪过夜游客比率及其在沪平均停留时

间,推动上海2016年星级酒店和其他酒店客房的入住率分别升至68.14%和67.51%,同比上升2.6%和1.65%｡2017年,上海实现旅游

收入4485亿元､旅游业增加值1888.2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15.7%和9.1%｡ 

(二)游客结构呈现家庭亲子特征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开放3年来,累计接待游客5100万人次,日均近5万人次,其中迪士尼乐园累计接待游客3000多万人次｡从

乐园游客来源看,上海本地和苏浙皖的长三角游客为主要客源,共占55%,国内其他地区游客占42%,国外游客占3%｡上海迪士尼游

客消费需求与趋势调查报告表明,外省市游客对乐园更具有热情,表现出家庭游､亲子游的特征,63%的人表示肯定会去,45.7%的

人选择住在迪士尼附近,34.5%的人选择住在迪士尼酒店｡除上海迪士尼乐园外,绝大多数外省市游客还会同时游览上海其他景

点,70%以上的游客会在上海停留3~5天,85%的游客在上海期间预期人均消费4215元,这每年将产生600亿元消费增量｡上海本地游

客特点表现为大众化,收入中低层的上海市民更想去迪士尼游玩,迪士尼的溢出效应和长尾效应显著,将全面带动上海吃住行游

购娱等行业｡ 

(三)周边区域配套业态日益丰富 

目前上海迪士尼乐园运营平稳有序,周边活动精彩纷呈,旅游休闲度假氛围日益浓郁,营造出优美环境和游乐氛围｡基础设施

配套方面,度假区内公共交通系统基本配套已完成,形成轨道交通､高架道路､园区内市政道路等的交通体系｡商业购物方面,奕欧

来奥特莱斯､迪士尼小镇等购物街区独具风格,客流量日益增多｡旅游度假方面,度假区成功举办中国旅游日､上海旅游节闭幕式,

连续两年举办长三角旅游发展论坛｡体育休闲方面,星愿湖公园､薰衣草公园､大通音乐谷等体育休闲设施陆续开放,举办上海薰

衣草节､音乐嘉年华和奇跑迪士尼等休闲活动｡ 

(四)周边区域发展存在“灯下黑”问题的原因 

与迪士尼如约而至的大客流相比,迪士尼乐园周边的旅游景点,包括川沙古镇､新场古镇和上海野生动物园等,所盼望的大客

流并没有到来,分析发现存在以下原因: 

一是景点之间缺乏联动｡迪士尼乐园已成为上海最热门的旅游景点,然而乐园对周边传统旅游景点产生虹吸效应｡游客普遍

认为周边旅游景点体验感受反差较大｡这些旅游景点的开发理念､管理模式､营销策略､公共服务等均有待提升｡这些旅游景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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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相对滞后,加剧了迪士尼乐园与周边旅游景点的联动不足｡与此同时,区域旅游联动面临很多困难,不仅受到行政地域管理

权限制约,而且还需要解决资源配置､利益分配､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问题｡ 

二是产业布局有待优化｡周边区域产业布局(图 3)的主要问题是产业融合不足､产业链不完整以及原有产业有待升级｡产业关

联方面,各个圈层内部的产业功能单一､相对独立,产业相互之间带动融合程度不高,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产业布局方面,二级

辐射区域内产业和城市已具备一定基础,包含两个居住办公集聚区､一个现代农业都市园以及 5 个产业园区,但产业布局较分散,

缺少旅游度假相关产业集聚｡产业升级方面,现有现代农业都市园应加强游客互动体验与农业教育拓展活动,民宿大多为个体经

营且水平参差不齐,亟待规范化和规模化经营｡产城融合方面,伴随迪士尼周边区域大量人口导入,川沙新镇及六灶镇的人口数量

将进一步增加,原有城市基础配套､居住社区规模有待提升｡ 

 

资料来源:根据浦东新区“十三五”规划整理 

三是发展时序脱节｡迪士尼乐园及周边区域发展正处于第二阶段,两方面发展逐步出现分化现象｡迪士尼乐园遵循“三三”

制度,在一期乐园基础上,不断策划建设新园区,玩具总动员园区已投入运营,疯狂动物城园区进入筹建阶段｡乐园周边区域基础

设施､酒店､商业购物等先行产业已投入运营,但商业购物､公共休闲等项目的客流量没有达到预期｡此外,周边酒店住宿供不应求,

商业项目主题特色不鲜明,缺少旅游度假､体育休闲､文化创意､会议展览等配套项目｡二期其他配套项目没有积极对接乐园溢出

效应,发展节奏上存在脱节现象,无法将乐园的良好发展势头继续扩展到更大的圈层范围｡ 

四是跨界资源运用不足｡相较于迪士尼成熟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周边区域项目更注重前期工程规划和工程建设,对后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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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和运营管理方面比较忽视,缺乏有效可持续吸引客流量方法,在举办活动和营造氛围上不善于灵活整合跨界资源｡跨界合作

方面,在项目规划阶段,没有提前引入合作企业,以内容为导向进行规划,这容易导致运营阶段客流量不充足或活动效果达不到预

期｡市场运作方面,不善于运用知识产权(IP)品牌价值,无法通过乘数效应吸引潜在游客｡主体推进方面,项目开发单位倾向于完

全主导开发建设运营全过程管理,缺乏与业界知名企业开展战略合作,由于受限于不同行业的差异,无法发挥合作企业的品牌影

响力联动､活动内容与客户体验优化等方面的优势｡ 

四､上海迪士尼周边区域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旅游度假区规划与区域规划协同 

首先,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范围内,应加快推进制定产业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以规划指导区域发展方向,以园区发展引

领周边发展,以区域整体发展确保园区建设和运行｡其次,对于浦东新区范围,建议有效衔接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规划和周边城镇

体系规划,对原有城镇体系规划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明确彼此产业分工､功能协调和空间结构布局,促进度假区与周边区域的融

合互动,共同打造休闲旅游首选地,放大迪士尼周边区域的辐射效应｡ 

(二)加强旅游资源整合,打造上海全域旅游示范区 

加强迪士尼乐园与川沙古镇､上海野生动物园､外滩､陆家嘴等旅游景点的联动,整合全市旅游资源,充分发挥度假区的核心

载体作用,将度假区有机融入浦东新区乃至上海的旅游规划体系,针对国内外旅游市场,创建具有上海特色的都市旅游线路｡此外,

迪士尼乐园的成功经验促使上海传统旅游景点加快转型发展,改造升级设施体系,充分提升内在品质,提升专业运营水准,灵活运

用跨界资源,形成合作共赢的上海全域旅游格局｡ 

(三)围绕度假区全产业链模式,分阶段制定配套产业政策 

研究制定产业扶持政策,有效完善资源配置,建立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建议制定产业发展指导清单,扶持与迪士尼产生协同效

应的产业,避免同质化主题乐园过度开发,对周边区域内现有业态进行优化调整｡学习迪士尼公司的娱乐全产业链和轮次收入发

展模式,创建旅游度假全产业链,将各类产业有机结合起来,上下游产业之间互相带动,形成良性循环的轮次收入｡建立产业发展

扶持专项基金,引导旅游度假､商业购物､文化创意､体育休闲､会议展览等相关产业重点发展,促进相关产业集聚发展｡ 

(四)注重人才培训与激励,不断完善人才队伍体系 

周边区域的规划设计､开发建设以及运营管理离不开大量人才队伍的支撑｡围绕度假区的全方位开发以及打造全产业链的需

求,加强规划开发､运营管理､配套服务等各层面人才队伍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开展人员职业培训教育,鼓励高校和企业共建产学

研合作基地和企业实习基地｡注重发挥市场原则,配套相关人才政策措施,积极吸引各地优秀人才,为其充分施展个人才能提供广

阔平台｡ 

(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完善市场运作机制 

政府引导监督､市场开发相结合,加快资源整合,发挥政府在前期规划､规范标准､政策支持､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引导作用,强

化市场配置资源的推动作用,突出企业的市场地位｡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加强与业界知名企业开展战略合作,形成市场化､开放性

的平台和机制,通过合资合作等模式创新,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互赢互利的运行机制｡ 

(六)立足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优化周边环境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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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国际一流标准,坚持高质量发展目标,进一步改善周边区域的环境､交通､土地､行政管理等配套方面｡为应对二期配套项

目扩展开发,建议对已有基础配套设施进行优化升级,增加轨道交通､火车站及接驳车等交通设施｡推进二期项目土地动拆迁工作,

确保二期整体建设的顺利推进,避免动拆迁成本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增加｡推进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对

项目落地､后续服务等环节简化审批手续,从而使项目开发主体能够更加高效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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