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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文化旅游“绿色发展”路径探讨1 

郑涛 姜云艳 

【摘 要】长江三峡文化旅游产业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应该坚持绿色道路。从绿色发

展内在属性来说，人们发展文化旅游应该进一步正确挖掘自然生态文化和人文历史文化内涵，大力加强相关基础设

施建设，使之满足文化旅游产业内在属性和符合自然环境要求，让相关参与者有更多获得感，并坚持环境友好原则。

目前长江三峡在流域环境治理、区域协调、旅游文化挖掘和目的地居民参与情况等方面均存在一定问题，省市际政

府间及区域内部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深挖文化潜力，使更多的参与者有更好的获得感。 

引言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党和政府新时期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旅游业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扮演着十分重

要的角色。长江三峡是国家最早推出的国际旅游产品，在国内外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和很高的知名度。长江三峡自然山水壮丽，

人文底蕴深厚，在国家“长江经济带”和“文旅融合”战略的大力推动下，长江三峡文化旅游发展必将迎来新的契机和取得新

的突破。但是，这新一轮的发展又必须在国家的总体战略框架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于 2016 年 1 月和 2018 年 4 月视察长江，并在重庆

和武汉主持召开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期间，习近平指出，“保护好三峡库区和长江母亲河，事关重庆长远发展，事

关国家发展全局。要深入实施‘蓝天、碧水、宁静、绿地、田园'环保行动，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推动城乡自然资本加

快增值，使重庆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在武汉召开会议时，他强调，“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

要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探索出一条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从上可以看出，“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基调。在此大背景下，毫无疑问，长江三峡的文

化旅游也必须走“绿色发展”的道路。 

一、长江三峡文化旅游产业“绿色发展”属性 

“绿色发展”的内在属性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毫无疑问，长江三峡文化旅游产业的绿色发展也要满足

这样的属性要求。笔者认为，长江三峡文化旅游产业的绿色发展之路应重点注意如下几点。 

（一）环境友好可持续 

在新的发展理念下，任何发展都不能再走以前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都必须是把环境保护和生态优先放在首位。文化旅游

产业本身具有绿色发展的重要属性，这就要求它首先要具有一个“绿色”的环境，即开展文化旅游活动的区域应该是环境良好

的，是具有良好的生态条件的。其次，文化旅游产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能对自然生态造成破坏。另外，文化生态也比较重要。

人们在发展文化旅游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保护文化生态。比如，目前一些历史城镇、街区或者村落在发展旅游过程中大量地

将原住民迁出就是不可取的做法，实际上这就是对该地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生态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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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确的发展思路和举措 

发展长江三峡文化旅游的第一要务是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发展。所以，人们要进一步正确挖掘自然生态文化和人文历史文

化内涵，充分发挥其潜力，合理利用文化资源，不断创新旅游产品和服务；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并使之符合文化旅游产业

内在属性要求和自然环境要求。总而言之，就是在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保护基础上，加强旅游目的地建设，既要加强对文化资

源的保护，又要合理利用使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使相关参与者均有获得感 

具体说来，旅游产业的发展要关注民生。首先，要使旅游目的地所在居民能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受益。因为发展旅游应使

他们的就业机会增多，收入增加，生活更加富裕。通过这种受益，他们会进一步支持旅游的发展，参与旅游发展。其次，使来

目的地游玩的旅游者获得高品质的旅游经历。无论是观光旅游还是度假休闲，均应使旅游者有很好的满意度。虽然，旅游者到

同一个旅游目的地重游的情况并不普遍，但是旅游者的旅游经历会形成口碑效应，进而影响到其他旅游者的选择。因而在绿色

发展过程中提高旅游者的满意度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再次，要让旅游介体有合理而持续的收益，这主要是针对旅游管理部

门和旅游行业而言的。总体而言，文化旅游产业首先要符合社会效益要求，在这一前提下应积极合理地提高经济效益。只有当

一个行业“有利可图”时，人们的参与意愿才会增强，因而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合理分配利益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二、长江三峡文化旅游产业“绿色发展” 

面临的相关问题 

对照绿色发展内涵及相关要求，长江三峡文化旅游在目前的发展过程中，在整体大环境、区域协调、旅游文化挖掘和社区

居民获得感方面仍然存在较大问题。 

（一）流域环境治理仍然存在较大问题 

国家退耕还林和治理污染等政策实施以来，长江流域自然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由于一些地方政策执行不当、措施

不得力，所以流域内许多地方环境仍然面临突出问题。正如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的，“沿江产业发展惯性较大”“流域环境

风险隐患突出。”“同时，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固体危废品跨区域违法倾倒呈多发态势，污染产业向中上游转移风险隐患

加剧，等等。”优美的自然环境是长江三峡文化旅游发展的大背景，只有使背景美丽，舞台上呈现的节目才会更加光灿夺目。

因而，长江三峡文化旅游的绿色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环境问题。 

（二）区域协调需要进一步加强 

长江三峡地跨 2 个省（市），瞿塘峡、巫峡属重庆，西陵峡属湖北。从更广的角度来说，一些非常重要的旅游资源，如都

市重庆、白鹤梁、石宝寨、鬼城丰都、奉节白帝城、屈原祠、昭君墓、三峡人家和三峡大坝等也都分属重庆市和湖北省，但是

这些旅游资源在人们的三峡概念中又具有统一性和一体性。因而在发展旅游业过程中，两地应就资源开发、设施建设、市场营

销和形象塑造等进行非常紧密的区域协调、沟通和合作。近年两地的协调工作有一定成效，但是还存在很多不足，仍然存在各

自为政和各为其利的情况。比如，三峡游轮旅游存在很大的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问题。另外，两地在高速公路等陆上通道的互

联互通等方面也还需要加强合作。 

（三）旅游发展过程中文化内涵的挖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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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释放了非常明显的信号，即文旅融合。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既是国家层面的战略，

也符合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规律和内在要求。文化是旅游的基础和灵魂，旅游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及工具。文化和旅游可以

互相促进而良性发展。三峡旅游过程其实就是传承传播母亲河文化、展示壮丽自然风光、突显多彩人文风情的文化交流过程。

这一过程中，需要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对三峡文化进行充分挖掘并予以利用。近年，重庆市和湖北省两地对三峡区域进行了大

力度的旅游开发投入，许多景区景点在可进入性和基础设施的完备性等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善，旅游产品也在原来较为单一的观

光的基础上增加了休闲度假和文化体验等。比如，忠县“烽烟三国”等演艺节目的推出，丰富了景区业态。但是，总的来说，

三峡雄奇壮丽的自然文化和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还远未得到充分挖掘。比如，在中国文化景观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巴盐及其古道

文化的开发还不充分。 

（四）旅游目的地居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参与积极性和获得感还需要加强 

旅游产业和民生紧密相关，其是最容易通过发展实现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一种产业形态。长江三峡旅游的核心地段在库区。

长期以来，由于交通不便和经济条件差等原因，库区很多地方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乃至到目前，库区的一些地

方仍然是政府精准扶贫的对象。另外，三峡工程的回流移民也使得库区的脱贫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和艰巨。 

三、长江三峡文化旅游“绿色发展”路径 

（一）切实加大力度加强对长江上游的生态治理 

长江上游区域是长江中下游的生态屏障，加强对上游的生态治理，将直接关系到整个长江的良好生态环境保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一条绿色的长江必将推动三峡区域文化旅游的良性发展，并使之创造更多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

此，流域相关政府必须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治理长江务必从源头抓起；要切实加大对沿江污染企业尤其是化工企业的整顿力度，

实行“关、停、并、转”，严禁企业直接向长江排污；也必须加强对生活排污的管理，规范沿江生活用水排放；对长江内的非

法滥采和挖掘泥沙也要依法进行管理；要继续推进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稳步提升森林覆盖率，加强水土保持。就旅游领

域而言，在开发和经营过程中，旅游工作人员务必要强化环境保护观念，切实维护好长江生态。 

（二）进一步加强区域协调，构建联动发展机制 

长江三峡区域旅游活动开展涉及面广。地理方面，其西起重庆江津，东至湖北南津关，地跨 2个省（市），且在同一省（市）

内也有多个区域参与。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强省（市）之间沟通，强化省（市）内相关区域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相关区域内

景区景点虽也可特立独行，自成体系，但是要想做得更大更强，就必须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合作之路。诚然，在这一过程

中，各区域也会有竞争，但也要注重合作，从而共同建构良好的“竞合”关系。只有在三峡旅游一盘棋的大格局之下，三峡旅

游的蛋糕才会做得越大，相关参与者可以共享的成果也才能更多。近年，重庆和湖北两地加强了沟通，定期举行长江三峡国际

旅游节，共同营销三峡旅游。但是在实际合作方面的工作还需要加强，比如，合作解决两地游轮的协调发展和道路互通的顺畅

便捷问题。 

（三）更进一步挖掘长江三峡文化，丰富旅游业态，提升产品品质 

促进长江三峡旅游绿色发展，需要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和提升文化品质。也就是说，人们需要持续不断地从旅游吸引物的角

度出发开展相关工作，这是整个旅游活动开展最核心的部分。从人文角度来说，旅游的本质是一种文化体验和交流。三峡地区

的传统旅游产品以观光为主，具体说来就是以雄奇壮丽和绚烂多姿的峡谷风光为依托，同时以历史悠久和丰富多彩的人文文化

为支撑，二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而在今天的三峡旅游发展格局中，三峡大坝的修建，高峡平湖的新出和其他一些景区景点

的新增，使得观光旅游有别于从前。但是，从观光旅游本身来讲，其文化内涵的挖掘仍然是需要持续不断进行的。另外，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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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旅游产品的文化体验也需要加强，而且应该尽可能地保证这种文化体验是本真的和原味的，而非表演的和过度修饰的。也

就是说，人们对文化内涵挖掘得越深，越应尊重文化的本真性，从而使旅游产品的特色和个性更强，更加使具有市场竞争力。 

（四）以民生为导向，增强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和获得感 

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生活富裕。一个地方的发展，不仅是生产的发展，还应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让当地民众脱贫

致富，分享到发展的红利。因为只有这样，民众才会更加支持发展和参与发展，而且这样的发展也才是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

旅游业的发展要符合市场规律和商业规则，而且其也是一个最容易产生民生效益的产业，所以其可以吸纳更多的人就业，从而

改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三峡区域长期以来因为交通闭塞和生产条件不佳而贫穷。因而，在发展三峡文化

旅游的过程中，人们应该对旅游和脱贫致富、民生改善进行通盘考虑，尽可能地提高目的地居民的参与度，使其获得良好收益，

从而改变其贫穷落后面貌。在这一点上，相关部门一是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家庭创业，比如，家庭饭馆和客栈；二是要组织相关

劳动培训，提高目的地居民就业能力；三是以土地或者相关文化遗产入股进行分红；四是企业+农户进行订单式的生产等。 

四、结语 

在三峡文化旅游产业的绿色发展中，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是首要的问题。从产业健康可持续角度进行考虑，人们还应注意加

强区域协调，建立新型地区产业“竞合”关系。在解决外部环境的前提下，还应深度挖掘和合理利用三峡自然和人文文化，不

断深化产品文化内涵，提高产品文化品质，在观光游览和休闲度假方面不断推陈出新，以满足旅游者日益增长的观赏和体验需

求，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吸纳更多的当地人参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切实分享红利，从而使整个产业健康地运行于绿色发展

轨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