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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休闲旅游研究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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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无锡整体经济的发展,在“十三五”旅游规划的重大机遇下,无锡旅游产业的发展模式正由观光

旅游的初级阶段向复合型休闲度假的中高级阶段转型。将对近些年来关于“休闲旅游”方面的理论研究进行梳理,

总结其已解决和尚存的问题,同时结合无锡旅游业现状,预测无锡休闲旅游今后发展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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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休闲经济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劳动生活中解放出来的人们为构建更美好生活而催生出的一种必然性、高端性的消费经

济形态。现如今各种休闲产业为全球经济和就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在旅游业方面,消费观念的改变带来旅游观念的改变,人们

从走马观花式的传统旅游转向修身养性、亲近自然的休闲旅游,旅游业正在迎来全民休闲度假时代。未来 20 年到 35 年,将是中

国旅游业发展的黄金期,同样也将是无锡旅游业发展的重要阶段。《无锡市“十三五”旅游发展规划化》指出无锡在“十二五”

期间,全市旅游业呈提质增效,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但随着游客旅游观念的改变及旅游市场的日趋成熟,无锡以观光型为主的旅

游模式和旅游产品无法满足当前消费市场的需求。国务院颁布的《“十三五”旅游发展规划》中也明确指出,随着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进程进一步推进,人民群众对休闲度假的需求快速增长,对旅游的品质化和中高端化需求也日益明显。休闲旅游产业作为

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动能,推动其发展对无锡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厘清“休闲旅游”的定义并对当下对该问题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和评述,结合无锡休闲旅游业

发展现状进行理论验证,并提出我们对无锡旅游业今后发展发向的预测。 

1“休闲旅游”定义的相关概述 

对于“休闲”的定义,国外学者更关注“人”本身,杰弗瑞·戈比认为休闲就是“人”从外在压力解脱出来,找到由自己选

择的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国际上关于“休闲旅游”定义仍未有统一概念。国内学者马惠娣认为休闲旅游是对传统意义

上的旅游的延伸,以休闲为目的的休闲旅游不只注重身体上的享受,更强调游客精神上的自由和放松。学者刘德谦则将“休闲”

和“旅游”分开定义,从两者重合处定义“休闲旅游”。他认为“休闲”和“旅游”有着本质差异,无法准确定义,但他认为,只

有人离开了惯有居住地去往新的地方进行的一系列休闲活动才能称为“休闲旅游”。王艳平认为“休闲旅游”无需定义,它具有

“宽泛性和时代性”的特征,认为休闲旅游的概念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不是唯一不变的,意味着是社会的自我选择。 

2 休闲旅游具体概述 

经文献的查阅,学者主要从以下四个层次分别研究休闲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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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休闲文化旅游 

文化和旅游相辅而行、相互促进,文化是旅游的精神内核,旅游是文化的有力承载。美国罗伯特·麦金托什最早提出文化旅

游的概念,他认为其的核心在于文化,而旅游只是包括食住行游购娱等环节的一个过程,目的在于了解旅游目的地的历史事迹以

及当地人民的生活与思想状况。Russo 通过对欧洲里斯本、都灵、鹿特丹等城市的游客友好度研究,强调了保持文化内涵和工业

标准二者平衡的重要性,并提出城市的形象氛围、准入限制、讯息共享等软因素是城市吸引力的决定因素。在此之后的更多学者

则把研究对象放在的具体区域的旅游文化发展层次上,深刻剖析了研究区域的发展现状问题及改进的建议。2005年徐菊凤针对北

京文化旅游的发展现状及其发展的难点提出了体制创新、科技带动等六大策略。马勇和王宏坤从全产业链的视角,建议文化旅游

产业采取双核驱动、横向拓宽、纵向延伸模式,依托文化旅游凸显地方特色文化。吴昊玉从全域旅游的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

行 SWOT分析,进而提出加强立法保护、建设专业人才队伍以及运用媒体加大宣传力度等措施。 

文化与旅游的有机结合,整合了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形成“1+1>2”的效益。使旅游产业具备强辐射性、高相关性、广触及面

等特质。近年来,文化旅游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拥有竞争力和生机的新兴综合性产业。 

2.2特色小镇 

伴随着城镇化的蓬勃发展,“特色小镇”应运而生。特色小镇发祥于浙江云栖小镇,因而其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近几年。浙

江省省长李强认为,特色小镇是以创新、绿色、和平、开放、共享为基本理念,在结合城市特色的基础上找准产业发展方向,以创

新开拓为根本动力,科学开发而形成的“产、域、人、文”四位一体的重要功能平台。李亚卿以苏南五市为立足点,提议以古村

镇为基础进行产业转移,创设特色小微古村镇文化老街,实现产业集聚。矫卫红和刘家莹结合恩施沐抚古镇的案例,指出特色小镇

存在无特色、房地产商介入、与相关产业融合度低等问题,并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提出针对性意见。张亚明,杜翠翠等人认为特

色小镇是产业维度、形态维度、功能维度和制度维度的集成,四者相互贯通,对特色小镇的旅游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在我国,特色小镇的成长尚且处于摸索阶段,在实践中仍有很多问题不断涌现。因此政府应该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促进特

色小镇与全域旅游休闲旅游的产业融合,实现更高效益的旅游经济。 

2.3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是将自然生态、农耕文化等融入于旅游文化的一种新概念。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乡村旅游的定义难以界定,奥普曼

(Oppermann)在《rural tourism in the southern Germany》中就提及,乡村旅游研究普遍缺乏的原因之一在于缺乏让人普遍接

受的乡村旅游定义。何景明、李立华以为乡村旅游是在农村观光的基础上,囊括了在乡村从事的运动休闲养生、生态观光、民族

文化旅游等,乡村旅游概念的关键在于旅游活动的乡村性。更多的学者将研究方向定位于其发展模式的探讨上,比如马勇、赵蕾

等人对成都的乡村旅游发展做出了全面规律性的概括,并总结出成都区域性的四大发展模式。然而乡村旅游的研究不能由点及

面、普遍适用,因此更应根据城市特色,创新发展。 

2.4城市休闲旅游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追求高质量的休闲环境,休闲旅游已成为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型产业之一。

城市化旅游的定义由 Mullins率先发表,他主张城市旅游是在后现代主义消费理念基础上建立的看重安逸享乐的城市发展模式。

覃业银认为开发城市休闲旅游要从城区和城郊分别考虑,城区建立以特色街区为主载体,娱乐休憩为导向的模式,城郊旅游体系

则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娱乐养生为宗旨,增加游客体验。而宋雪茜、赵陈另辟蹊径,从夜间旅游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夜间旅游”

能够辐射到“衣、食、住、行、娱、购”各个方面,使城市留得住人,能促进旅游者消费水平的提高,且对于城市形象、市民休闲

生活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的观点。从当下的研究成果来看,未来城市休闲旅游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会进一步扩展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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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评述 

我们对现有文献评述主要立足国内,当下研究基于现状,与时俱进,切合当下旅游发展大方向,从全域旅游角度出发,全方位

对休闲旅游划分类别,因地制宜整体规划休闲旅游业。 

近两年国内学者对“休闲旅游”的研究已从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慢慢转向以人为本,回归自然。无论是文化休闲旅游还是城

市休闲旅游,都主张在不破坏生态环境基础上,最大化开发利用区域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注重现代人精神和情感的恢复。 

但国内对“休闲旅游”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 

(1)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描述性的定性研究,而没有系统的定量分析,往往使研究结果过于空泛。并且文献的参考主要停留

在国内研究,经验借鉴、案例分析也很少选取国外典型案例。这也是本文存在的问题。 

(2)国内学者对于休闲旅游的研究角度趋于单一,主要倾向于对发展模式、具体区域发展问题、产业融合等宏观方面,对微观

层面的游客旅游心理、审美体验等研究不足。 

(3)休闲旅游业发展具有地域性,因此研究成果往往局限于特定区域,不能普遍适用于各个城市。但是与之矛盾的是,很多研

究结论却大同小异,主要集中于“加大宣传力度”、“重视生态可持续发展”、“完善管理体系、法律法规体系”等,在结论建

议层面的创新性和特殊性没能充分体现。 

4 无锡休闲旅游业发展预测 

《无锡市“十三五”旅游发展规划》中指出,无锡旅游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是其“城市旅游形象在目标游客心目中不够清

晰”。与无锡同属江南文明发源地的苏州,两座城市旅游资源相似,但苏州凭借典雅的园林形象深入人心。周围的“旅游都市”

上海、“六朝古都”南京等著名的城市鲜明的旅游特色给也使旅游产业起步较晚、基础较差的无锡难以脱颖而出。

UmS.&CromptonJ.认为游客对旅游地的印象是由各种偶然的、被动的机会所形成。城市旅游形象好比一个城市的故事,而想讲好

一个故事,就要深入故事本质,发掘其文化内涵,并通过营销手段牢固树立旅游品牌形象。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一旦形成一座

城市的旅游形象,将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永动机。学者章采烈认为,无论是旅游资源、旅游设施还是旅游服务,其方方面面最终都是

一个区域文化的体现。休闲度假游客是从传统观光游客中升级转变而成,消费观念的不断成熟即要求精神文化层面更高追求。因

此无锡在向“休闲旅游”模式转型时应以文化为发展导向,文化氛围和文化内涵的吸引力决定了游客对目的地的忠诚度。 

无锡城市旅游中发展最为完善,最有前景的是灵山大佛这样的传统景区。而无论是多么完备的传统景区都存在游客量从旺季

到淡季断崖式下跌——旺季游客应接不暇,景区不堪重负;而淡季无人问津,景区资源设施大量闲置。赵春艳提出了“市民休闲”

这一新视角,“市民”不再只局限于无锡本地的居民,“特指驾车到景区 2.5 小时以内的本市及周边城市群”。“市民休闲”可

以很好避免淡旺季游客数量的不均衡的困境,同时也可为无锡旅游注入新的血液。 

无锡市在 2017 年发布了关于建设无锡特色小镇的实施意见,计划在 3-5 年内培育建设有无锡地域、文化、建筑等特征的旅

游风情特色小镇。目前特色小镇还在创建过程中,未来局势发展如何现在无法确定。但此次建设方案切合当下全域旅游要求,无

锡的旅游业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不全面的问题,通过打造特色小镇,因地制宜,推动旅游经济的腾飞。 

通过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发展休闲旅游业,应从全域旅游的视角上看:文化是核心,乡村和城市是两翼,特色小镇为辅

助。结合无锡旅游业的现状,我们认为无锡应抓住全域旅游发展契机,培育建设特色小镇、组织非黄金节假日的市民休闲活动吸

引周边经济区居民,打造无锡特色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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