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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太湖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探究 

——以浙江省长兴县为例 

叶婉颖 裘洁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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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 东海科学技术学院，浙江 舟山 316000） 

【摘 要】：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旅游业一度快速发展。作为现今的一项朝阳产业,旅游业已经被列入世

界第三大产业之一。以长兴县为例,从地理文化优势、旅游发展劣势等方面分析了环太湖城市发展旅游经济的利弊,

提出了发展长兴县旅游经济的对策。 

【关键词】：环太湖城市 旅游经济发展 探究 长兴县 

1 独具一格的地理文化优势 

长兴县,地处浙江省北部,太湖西南岸,是苏、浙、皖三省交界处,一直以来都有“三省通衢”的美称。长兴矿产资源十分丰

富,被称作“建材之乡”,同时有闻名海内外的太湖四珍:银鱼、白虾、鲚鱼、大闸蟹。“栖鸟团风择木,游云渡水远山。落日行

人自急,孤城韵角偏闲”,这是我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对长兴风景的赞美。 

1.1景点资源优势 

作为拥有“中国十大文化休闲旅游县”称号的长兴,依山傍水,地理位置优越,是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最美乡村旅游目的地。

长兴不仅有 1700多年的建城历史,更拥有一大批著名旅游景点,如仙山湖风景区、十里古银杏长廊、陈武帝故宫、城山教寺、旧

石器时代七里亭遗址、赵孟頫艺术馆、太湖图影西溪湿地等。其中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和大唐贡茶院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拥有我国第二大扬子鳄自然保护区的中国扬子鳄村,更有被誉为世界上最完美的保护区的金钉子地址公园。从古至今,长

兴旅游景点资源呈现“由无到有、由有到优”的发展趋势,构成了目前旅游业发展的独特景观,为旅游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1.2交通资源优势 

长兴县位于长三角腹地,道路宽阔,对外交通发达。104、318 国道,宁杭高速公路、申苏浙皖高速公路穿境而过,长三角内多

数城市与长兴均在 90分钟交通圈内,同时可以直达西藏、北京等城市。长兴具有良好的轨道交通资源,同时拥有长兴站和长兴南

站,一年运送旅客超过 10亿人次。在 2017年《湖州市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三五”规划》中,规划建设湖州至长兴轨道交通,推

动湖州与长兴共同发展,保障内外交通转换通畅。长兴目前拥有三座公交枢纽站和一个长途汽车站,城内大多使用绿色环保新能

源纯电动公交车且实行站内换乘,乘坐公交可以使用支付宝或云闪付,满足了游客的多样化出行。而作为“黄金水道”长湖申线

源头,长兴水运也在空前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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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生态环境资源优势 

在“国际花园类城市”金奖的大背景下,长兴一直朝着“国家生态县”这个目标发展,全面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五年来,长兴

紧紧围绕创建国家生态县的总目标,坚持“治旧控新、监建并举”,深入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十三项工程”和“清水入湖”

二年行动,扎实推进县、乡镇、村三级联创和绿色系列创建,目前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率达到 85%,中心城区污水集中处理

率达到 83%,森林覆盖率达到 46%,饮用水源地水质合格率达到 100%,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空气优良天数逐年上升,完成了各个

城区规划内的环境整治。 

1.4旅游设施资源优势 

近年来,在省、市政府的帮助下,长兴县将旅游业作为重点经济产业,全力推动旅游业大发展,用于旅游景区及基础配套设施

建设投入近 15亿元,成功打造了两个 4A级景区和多个国家级湿地公园。同时推进乡村旅游和景点建设结合、第一产业和第三产

业结合等整体营销方式,将基础设施变成旅游经济发展的推力。同时每个景区景点都拥有大型停车场和公共厕所,专门有人负责

管理看护,与此相对的大型超市、医院都匹配落实到位,公共场所安全设施配备完全,满足游客“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要求。 

2 长兴县旅游经济发展劣势与问题 

2.1旅游文化开发力度较小 

长兴县主推乡村旅游和山水旅游,景点方面也是大同小异,与其他地区相比,并无吸睛之处,也并未形成一系列的品牌景观效

应,不能更好的显示出当地旅游文化的特色。长兴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现代景观资源,但对此的开发和投入力度不够,营销

方式简单且缺少趣味性,无法进一步创新。长此以往,将阻碍长兴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2当地旅游服务意识淡薄,缺乏有效管理 

一项产业的发展壮大,不仅需要各个行业部门之间的配合,更需要有一致的服务意识。但是在目前,长兴县主推仍是乡村旅

游。作为游客的服务者大多数都是长兴本地人,他们都是由传统农业转业而来,接受文化教育的程度不够,服务观念落后,无法较

快的适应身份转变,旅游服务意识淡薄,并未将顾客视为“上帝”,也导致了许多本地旅游事故的发生。现如今,很多旅游项目无

序建设现象突出,旅游服务质量与大城市有很大差距。在管理方面,从业者知识水平有限,缺乏服务意识和管理标准,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长兴县旅游业的发展。 

2.3旅游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目前国家大力提倡发展第三产业,但长兴县未能很快的完成产业转型,旅游业在第三产业中所占比例较小且重视程度不够。

在长兴县的旅游产业结构中,大多数企业和旅游机构都是私人创办私人经营,缺乏国家和政府投资,旅游规模单一,旅游产品不够

丰富。“城区弱、乡村足”的发展模式未能将旅游资源和旅游结构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在当前产业转型的良好态势之下,产业问

题将会更加突出,结构问题更加严重。 

2.4旅游经营人才缺乏,科技力量较弱 

对于旅游产业不发达的城市,旅游业就业的门槛低,收益高,工作休闲,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低学历人群大量就业导致各级

旅游景点的管理者都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和工作技能,不能很好的应对突发状况和危险事件,旅游企业效益不高,无法带动长兴

本地旅游业向高端化和有序化发展。科技的投入对旅游业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目前长兴还没有大型的科技园区和景点,在一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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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也没有高科技景观,无法给游客带来视觉享受,不能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要,从而制约旅游业的良好发展。 

2.5宣传力度不够 

与周围的旅游城市相比,长兴县的旅游业起步较晚,旅游业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较低。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长兴目前并不

存在家喻户晓的旅游产品或旅游景观,知名度较低,社会参与度不高。政府和旅游企业在宣传力度的投入上也见效甚微,因此旅游

业发展缓慢,不足够成为拉动第三产业经济发展的龙头。 

3 长兴县旅游经济发展措施 

3.1加大资金投入,深入挖掘旅游文化资源 

长兴旅游文化资源浪费严重,景点单一,旅游产品单一,缺少特色化项目和景观,旅游成效日益降低;来长旅游人数也逐年减

少。为此,长兴政府和旅游企业应该联合起来,加大对旅游文化资源挖掘的资金投入。对于收入较低的旅游景点及时处理淘汰,兼

并类似景点,大力支持 4A、3A 级景区的发展,实施重点旅游项目的保护和推广。突破传统旅游业的固有模式,对原有的旅游文化

资源进行创新和改造,并且与新挖掘的文化资源结合起来,如将长兴东方梅园与灯光秀组合起来。利用地域特色,着重推进“太湖

游”、“红色游”等特色旅游套餐,推动长兴的“山、水”融入“地、域”,加快小众化、特色化景点景区开发,从根本上解决旅

游资源稀缺问题,努力实现各项旅游产业共同进步和发展。 

3.2加强对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建立旅游管理系统 

一个城市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服务基础,而良好的服务是吸引旅客的重要手段。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来看,各级政府

可以适当出资举办培训会和研讨会,对旅游业从业人员开展文化和专业知识的培养,同时进行规范化和有效管理。企业可以建立

评分升级薪资制度和激励鼓励制度,以最简单的方法来提高从业人员服务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实行游客投诉制度,从游客的角度

来看待行业问题并积极整治,规范县内旅游业从业标准。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首先需要严格制定管理标准和管理规范,明确管理

者和从业者的自身职责,从服务的底层做起,从根本上提高服务意识。其次可以与其他行业或部门联合管理,制定部分规章制度相

互约束,共同进步,推动长兴县旅游产业链的良性发展。 

3.3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旅游产业合理布局 

在旅游业的产业升级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首先需要发挥政府的行政作用,调整目前长兴旅游产业结构中的不合理部门,

重新规划旅游产业结构。加大对旅游企业、机构的国有资金注入,收归国有,不能任其随意发展。其次需要发挥政府的规划作用,

加大对旅游行业的监管,杜绝“强制消费”、“恶意消费”等现象发生,明确今后长兴县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合理布局,将旅游业

作为重点产业,加大投资;最后发挥政府的领导作用,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和现代旅游,推动旅游业和农业、制造业等产业结合起来,

打造“休闲旅游”名片,如联合长兴县每年开展的“杨梅节”、“蜜桃节”等活动,可以让游客自主采摘,自主售卖,将农产品以

旅游产品的形式销售出去,形成观光型农业,在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带动农业发展,打造属于长兴的旅游特色。 

3.4强化人才引进制度,加大科技投入 

任何产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人力和科技。要突出长兴县的旅游特色,必须要有良好的人才引导。作为一个初步发展的旅游城

市,高素质旅游从业人才不可或缺。只有专业人才的统筹管理,才能提高整个行业的规范化水平,同时在专业型人才的带领下,培

养一批基层服务人员和管理人才,优化基层服务人员结构。加快产业发展。一方面,旅游景观中各种科技因素能快速吸引游客,提

高景区等级,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可以运用于旅游产品,如采用机械化加工具有长兴特色的西瓜、水蜜桃等,也可以形成一系列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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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采摘、观光、旅游的产业链,形成“科技旅游”,通过科技带动旅游业发展,同时达到旅游业与农业、制造业等产业的融合,

增强旅游业在第三产业中的竞争力。 

3.5加大宣传力度,促进旅游产业发展 

3.5.1突出政府的宣传力量。 

各级政府可以推出“建设旅游强县”的口号,利用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向社会民众发出号召,进一步宣传旅游业发

展的重要性。同时举办各种特色优惠活动,或与其他县市展开旅游合作,突出长兴旅游特色。 

3.5.2发挥旅游企业、机构的宣传作用。 

各式各样的旅游企业可以联合起来,利用广告、长兴县内甚至浙江省内电视、电台、广播等方式宣传长兴旅游。 

3.5.3重视社会民众的号召力。 

游客、群众是外界与本地旅游业沟通的桥梁,人民群众可以利用现在发达的互联网和新媒体设备,通过微信、微博等宣传渠

道,向世界各地介绍长兴美景美食,自发成为长兴旅游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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