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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市域旅游的中心一边缘结构
及旅游要素配置

——以戊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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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sB)

描要 :我们以成都为例 ,对 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市域旅游要素配至的中心一边缘结构形成的原因及英发展变
迁规律进行了研究。市域旅游的中心一边缘型结构开发模式的变迁,首 先是旅游要紊向中心城市商度聚集 9这 种
情况引起旅游成本的上升9旅 游收益不淅递减 ,从 而使旅游要素由中心城市向旅游资源富集的边缘市镇扩散和转
移,形 成次级和再次级旅游中心。中心一边缘结构的进一步发展 ,与 市域旅游中旅游形态的变化和边缘区旅游市
镇的旅游功能定位、文化与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不同等级的旅游景区较南的文化资源开发程皮和旅游形态向休
闲旅游的转移,会 促进旅游要紊的再配王,从 而使市域旅游的中心一边缘结杓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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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市域旅游,是 以某一中心城市为依托,向 四周辐射形成的旅游区域。市域旅游是随着城市旅游而兴起的,是 由城市
向郊区,由 旅游中心向周边旅游景区扩散与辐射的过程。中心城市除本身的旅游景点外 ,在 市域旅游中主要起到交通、菔务
与游客集散中心的作用 ,而周边地区的旅游景区景点则主要起到旅游最终目的地的作用。以成都市为例,2002年 ,四川省接
待国内旅游者 7217.97万人次,人 境旅游者 66.72万人次,旅 游总收人 3gO。 2亿元人民币。其中9成都市接待国内旅游者
zgOB。 73万人次,占全省的 39%;人境旅游者们。12万人次,占 全省的 60%,旅游总收入 175。 Og亿元人良币,占 全省的 46%。

可见,成都占据了四川旅游中心城市的支配性地位。这就是一种旅游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一边缘结构的存在模式。
这种市域旅游的中心一边缘结构 ,对市域旅游格局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

首先 ,影响人文旅游资源的形成与发展。

作为地区现代政治、经济与交通枢纽的中心城市,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内往往并非唯一的文化与经济中心,政治中心与文
化经济中心的不相重合 ,造成了人文旅游资源在城市旅游区内的广泛分布。边缘区域由于与中心城市的文化与经济互动 ,形

成了许多人文旅游资源。旅游辐射域的中心城市往往是历史形成的,下 面以成都为例进行分析。

根据考古与历史研究发现,大约 2500年前 ,古蜀国开明王朝把国都迁到此处,取周太王迁歧
“
一年成邑,三 年成都

”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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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 ,定名
“
成都

”
。从此 ,成都就成为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 ,其城址至今一直没有迁徙。西汉时期 ,成都因经

济繁荣成为当时中国的
“
五都

”
之一。晋代左思《蜀都赋》说 ,汉晋时的成都是

“
市庄所会 ,万商之渊 ,列 隧百里 ,罗 肆万千 ,贿货

山积 ,纤丽星繁
”
的商业兴盛都市。唐代 ,成都有

“
扬一益二”

之誉 9其繁华仅次于江南的扬州。此后的成都 ,历经元、明、清诸

朝和民国时期 ,其间虽有多次的兴衰起落 ,但它作为四川中心城市的格局至今并未改变。

但是 ,古代蜀国的政治中心虽然在成都 ,但其神域却在岷山。自蚕丛以后的历代古蜀王朝 ,都 由西北高原山区进入东南

的成都平原。因此 9故 土的记忆仍然代代相传 ,所 以在蜀国古代神话传说中,蜀 人死后无论是王族还是百姓 ,神灵仍然要归于

西北岷山。《蜀王本纪》说 :“汶山为天彭关 ,号 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 神精灵数见。
”又说 :“ 蚕丛、柏溲、鱼凫 .此三代各

数百岁 ,皆神化不死 ,其 民亦颇随王化去。
”
正是指这种情形。天彭门在成都西北部山区 9据说因秦蜀守李冰至汶山

“
仿佛若见

神
”
而命名。天彭门的具体所指 ,现有在成都西北的都江堰的汶山和在成都北部的彭州境的湔山两说 ,都有史书记载依据。

《华阳国志 ·蜀志》说 :“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 ,蜀人思之 ,为立祠。
”
古蜀国宗教神话传说 :人死后魂归天彭门,可 以见到鬼

神和柑灵 ,天彭门是古代蜀国的天门与仙门。古代蜀国的其它神话与传说也与成都西方的山区有密切关系。《蜀王本纪》说 ,

古蜀杜宇王朝因不能治理成都平原的水灾而亡国 ,“望帝修道 ,处西山而隐 ,化 为杜鹃鸟 ,或 云化为杜宇鸟 ,亦 曰子规鸟 ,至春

而啼 ,闻者凄恻焉
”
。杜宇化为杜鹃鸟也是在西山。也就是说 ,古代蜀人的神灵归宿是在成都西部的山区,那里的巍峨山蜂 ,是

蜀民的神灵通天之处 ,是古蜀王朝认为天地相通的神域。实际上 9中 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诸神 ,大都与成都平原西部的岷山

山脉有密切关系。如黄帝、玄嚣、颛顼、大禹等均是。甚至有历史学家进一步认为 ,古代神话中与天地相通的昆仑山即岷山。

这就更增加了岷山的神域意味。可见 ,在古代蜀文化中,国都与神域是分离的。

道教是成都历史上政治中心与与文化中心分离的又一重要史证。道教的发源地在成都西郊的大邑。根据历史记载 ,东

汉顺帝时 ,沛 国人张陵来到蜀中9在大邑鹤鸣山创设道教 ,至此源远流长 ,流传 2000余年 ,成 为中国本土创立的最重要宗教。

鹤呜山在成都平原西部山簏 ,距成都 67公里。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 ,后来发展成中国道教的主要流派正一道 ,因 此 ,历米都把

鹤鸣山看作是道教的发源地 ,被称为中国的
“
耶路撒冷

”
圣地。值得注意的是 ,张 陵创教后设立了 24个教区 ,称为 z吐 治 ,其 中

主要的三治是阳平治(今成都彭州 )、 鹿堂治 (今广汉绵竹 )、 鹤鸣治(今成都大邑),均分布在距成都数十公里的成都平原与龙门

山区交界处。成都城区仅有其中的二治 ,称为玉局治与主簿治。可见 ,就道教文化而言 ,其早期传播中心同样并不与政治中

心重合。道教在四川的传播中心 9在汉代以后转移到距成都 60公里的青城山,东晋时的道教领袖范长生在此丈持李雄建立

了成汉政权。同样 ,佛教从明清至近现代在四川的最重要的传播中心也是在距成都 160公 里的峨眉山,这里被称为佛教的四

大名山之一。可见 ,宗教文化的中心一边缘格局在历史上的成都地区长期存在。

历史时期城市辐射区内文化中心的转移与文化名人的活动 ,对其它人文旅游资源的分布影响同样重大。

以成都而论 ,20世纪 gO年代发掘的广汉三星堆 9在成都北面约 钙 公里 ,遗址包括城墙、房屋、祭祀坑等 ,是距今 8200—

⑽00年前的古代蜀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遗址出土的们0多件青铜人像、面具和神树等礼器 ,以 及金面罩、金杖等金器 ,是古

代蜀文化的辉煌代表 ,也是长江上游远古文明的象征。以成都的历代文化名人为例 ,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虽是成都人 ,

所留下最著名的文化遗迹在距成都 73公里的邛崃 ,这里有司马相如与才女卓文君惊世骇俗爱倩见证的文君井遗址。唐代大

诗人李白在四川留下的主要文化遗迹 ,是在他的故乡成都以北约 130公 里的江油青莲乡一带。纪念北宋大文豪苏轼父子的

三苏祠 ,在成都以南苏轼的故乡眉山。南宋诗人陆游在成都曾任蜀州通判之职 ,明 代在成都西面的崇州建祠纪念 ,并 留下了

园林胜景罨画池。明代文学家与政治家杨慎 ,清代在他的出生地新都挂湖 ,为其建立了纪念祠与园林 ,是成都旅游区内夏季

观荷与金秋赏挂的佳地。

其次 ,形成自然旅游资源的分布不均匀性。

作为中心城市 ,其建立往往选择在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与水利发达的地点。正如《管子》所说 :“ 凡建都邑,不在高山之下 ,

即在广川之畔。”但这样的建城条件 ,往往使中心城市较多人文景观而缺乏奇丽的自然景观。如成都拥有武侯祠、杜甫草堂、

前蜀永陵、金沙遗址等人文景点 ,而城市辐射区内的主要自然景观 ,如 省级风景区崇州九龙沟、彭州银厂沟、邛崃天台山、蒲江

朝阳湖等 ,分布在距成都市区 50-gO公里的成都平原西部边缘山区及丘陵区。而国家级风景区西岭雪山、四姑娘山、九寨沟、

蛾眉山、海螺沟等 ,均分布在距成都 lO0一娟0公里范围内的四川盆地与邛崃山脉交接处与川西高原上。由此可见 .无论是因

为地理要素分布的不平衡 9使 自然旅游资源与中心城市之间形成分离格局 ,还是由于历史时期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分离 ,

都可能在市域旅游辐射区形成旅游资源配置的中心一边缘二元结构。

市域旅游的中心一边缘结构有两种基本开发模式:发散型与收敛型。前者伴随着旅游要素在都市旅游辐射区内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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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 ,后者则这种转移不明显 ,中心都市在旅游要素的配置上始终占有压倒性优势地位。之所以形成这两种模式 ,与旅游资

源的中心—边缘结构离散度的高低有关。旅游资源离散度较高的市域 ,往往形成发散型开发方式 ,而旅游资源离散度较为集

中的市域 ,则往往形成收敛型的开发方式。成都市域旅游是属于发散型还是收敛型开发的旅游城市呢?现列出以成都为中

心的周边部分主要景区的旅游交通距离表。

成都周边主要景点旅游交通距离表

景区景点
都江堰一

青城 山
峨眉山

小金

四姑娘 山

大邑

西岭雪山
九寨沟 贡嘎 山 剑门关

邛崃

天台山

彭州

银厂沟

与成都距离 370

由上表可以看出,成都周边景区景点相对较为分散 ,距离成都市区较远 ,属 于离散度较高的旅游资源分布。1997年 ,对 成

都市城市居民对不同距离景区景点到访率的调查研究表明,成都城市居民不同旅游距离的到访率是 :距市区 15公里以内为

94,2%;15-50公 里以内为 69。 4%;50-500公 里以内为 49.0%;500-1500公 里以内为 23.0%E1]。 可见 ,对 于成都周边大

多数景区来说 ,由 于距离中心城市较远 ,其游客的到访率在 50%以 下。这种情况决定了成都的市域旅游的发散式性质 ,旅 游

要素的配置因此在城市旅游辐射区内发生转移。

市域旅游区内,一般以最大的行政交通城市为旅游中心 ,并 围绕其形成若干次级与再次级旅游中心。次级旅游中心的形

成 ,与 市域旅游的中心一边缘结构开发模式有密切关系。

在发散型市域旅游开发模式中,第 一个阶段 ,是开发初期旅游要素向中心城市高度聚集 ,使 市域旅游区内的景区景点与

中心城市的交通与服务要素配置出现越来越大的不平衡。例如,zO02年 ,成都国内旅游收八 163.18亿 元人民币,旅游外汇收

人 l。 狃 亿美元 ,分别占四川省 2002年 国内旅游收人 363.62亿 元人民币的 45%,以 及旅游外汇收人 2亿 美元的 72%。 在

zO01年 四川省所有的星级饭店 235家 中,成都就占了 113家 。zO02年 ,成都 113家 定点旅游饭店共接待国内和人境旅游者

431.62万人次 ,营业总收入为 13.61亿元 ,占全省旅游住宿总收八 94.18亿元的 14.5%。 成都在四川旅游要素配置中占有很

高的比例。

在市域旅游开发的第二个阶段 ,旅 游要素在中心城市的过度集中引起旅游成本的上升 ,旅 游收益不断递减¤以成都为

例 ,从 1998年到 zO02年 ,其旅游收入在全省的比重变化如下表E2]。

近几年四川旅游收入表

地 区

旅游收入 (亿 元 )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四川省 119.29 213.92 248。 l 300.24 380.2

成都市 72.4 122。 124。 丛 142.23 175。 09

比重(%)

由上表可以看出 ,自 1998年 以来 ,成都市的旅游收人尽管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但 占整个四川省的旅游收人的比重 ,却 从

1998年 的 61%下降到 zO02年 的砝6%。 成都的旅游收益不断下降情况的出现 ,与 成都旅游成本的上升有密切关系。成都旅

游资源虽然属于发散型的开发模式 ,但是旅游资本与旅游交通却高度集中于成都 ,这导致了旅游成本的上升。

这种情况的出现 ,会导致市域旅游资源开发的第三阶段 ,即旅游要素由中心城市向边缘市镇扩散和转移 ,形成次级和再

次级旅游中心。即随着资本与信息由一级旅游中心向周边扩散 ,在边缘区中小城镇中逐渐聚集较多的旅游要素 ,促便城市旅

游辐射的边缘地区景区逐渐开发 ,交通与服务设施逐渐完善 ,旅 游收人增长速度超过中心城市 ,形成二、三级旅游中心。如都

江堰、广汉、乐山、峨眉山、九寨沟等城镇。例如 ,峨眉山—乐山旅游区的旅游收人从 1998年 的 7.18亿元增长到 ⒛01年 的

25.74亿元 ,在 四川省的旅游总收人中所占比例也由 6%增 加到 8.5%。 成都市行政管辖区内的其它旅游城市也有类似情况。

例如 ,彭州 1995年旅游收入为 0,51亿 元 ,占 当年成都市旅游收人的 1.5%;2002年增加到 3亿元 ,占 当年成都市旅游收人的

l,7%。 都江堰 1998年旅游收人 3.06亿元 ,占 当年成都市旅游收人的 2.5%;至刂⒛01年旅游收八达 9.1亿元 ,所 占比重提高

到 3%。

旅游要素由中心城市向边缘市镇再配置 ,结果使各个次级旅游中心所在的边缘区域城市形成市域旅游范围内新的增长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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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各个增长极资本与交通的较高程度聚集 ,造 成了新的资源聚集效应 ,使旅游交通与服务设施的聚集尽量靠近景区,降低

了旅游开发与消费的成本。这促使边缘区城镇的资源配置成本减少 ,使 中心城市的支配性地位下降。例如 ,在成都的旅游辐

射区内,大九寨旅游区内的甘海子景区从 zO02年起投资 ⒛ 亿元建设了九寨天堂国际会议度假中心 ,它是大九寨开发的核心

项目。度假中心位于甘海子风景区,距九寨沟口 20公里 ,力求通过生态与人文并重、保护与发展兼顾的综合开发方式 ,将该景

区过去资源型观光游览的旅游经营方式提高至生态旅游、度假、休闲、国际会议等增值服务的文化开发层次。国际会议度假

中心建筑面积 12万平方米·由五星级酒店、超五星级度假酒店、会议大厅、蚕陵古镇博物馆、温泉中心和一撞撞风格各异的森

林别璧组成 ,中 心大堂与温泉中心系钢拱架全透明玻墒结构 ,与 自然风光融合在一起。该中心由加州集团成都会议展览中心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一期工程在 2003年 8月 底前完成 9随后世界环境与发展论坛等一系列国际、国内高层次会议将在此

召开。以九寨天堂国际会议度假中心作为新增长极的大九寨国际旅游区 ,把周围半径在 150公里范围内的九寨沟、黄龙、神仙

池、牟泥沟、甘海子、红军长征纪念碑园、若尔盖草原、白河自然保护区及九曲黄河第一湾等著名景区的开发全面带动起来E3彐 。

大九寨国际旅游区的开发 ,与这一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密切相关 9主要是九寨黄龙机场的建设与通航。九寨黄龙机场位于松

潘县川主寺镇 .距九寨沟沟口和黄龙分别为 83公里和 52公里。机场投资 8.25亿元 ,以 2010年 旅客吞吐量 60万人次为目

标设计。机场在 2003年 9月 通航后 ,使成都至九寨沟的路途时间由 12小时减少为约 1小时。九寨黄龙机场建成后 ,将 苜先

开通成都、重庆直飞九寨的两条航线 ,以后客流集中城市 ,如北京、上海、广州 ,并包括昆明、西安、兰州、贵阳在内的酉部地区的

枢纽机场有望开通直飞航线。北京、上海、广州三大机场将开通直飞九案的定点航班 E4彐 。由此可见 ,大 九寨旅游区由于从

2001年以来进行了资本的集中投人 ,九寨黄龙机场的通航 ,使大九寨地区与省外客源地建立起直接联系 ,不必再经成都中转 ,

形成了新的旅游增长极。九寨机场至甘海子会议中心地区成为市域旅游区北部的次级旅游中心 ,受成都中心城市的形响力

下降。

另一个成都南部的次级旅游中心是峨眉山一乐山地区。⒛03年 8月 ,四川省启动峨眉山建设
“
中国第一山

”
国际旅游区

项目,将实施 24个重点项目、62个 小项目,总 投资 27亿元 ,涉及到世界遗产保护、精品景区改造、旅游城市建设和旅游环境改

善等诸多环节。饿眉山将在两年之内全面完成佥顶改造 ,将金顶建成世界上最为宏伟的
“
四大奇观

”
观景台、世界佛教朝拜中

心。峨眉山地区巨额资金的投入 ,与 成乐高速公路的开通 ,带动其周边 lO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眉山三苏祠、洪雅瓦屋山、夹江

干佛岩、饿边黑竹沟、沙湾郭沫若故居等一系列景区的开发。zOO1年 ,峨眉山一乐山地区接待国内游客达 500万人次 ,实 现国

内旅游收八 zs。 74亿元 ,这 一地区已经成为另一个成都市域内的旅游增长极Es]。

成都西北郊的彭州的旅游业也是这样一种发展轨迹。彭州东南距成都市中心约 ⒃ 公里 ,为成都下属的县级市 ,人 口 77

万 ,彭州地处成都平原与龙门山脉交接地带 ,旅游资源丰富 ,拥有三大国家级旅游资源品牌 :龙 门山国家地质公园、自水河国

家自然保护区和白水河国家森林公园。彭州发展旅游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⒛01年全市旅游总人数达 lO0万 人次 ,

旅游总收人达 2亿元。预计 ⒛02年旅游人次达到 120万人 ,旅 游收入达到 3亿元。彭州为其旅游资源作了
“
牡丹之乡、避暑

胜地、宗教文化、地质遗产
”
四大特色的定位 ,以 彭州市区为中心 ,距牡丹的集中地丹景山 15公里 .避暑的最佳地银厂沟 妮 公

里 ,道教胜地阳平观 18公里 9白 鹿镆天主教神学院遗址 28公里 ,国 家地质公园葛仙山 23公里 ,彭 州已成为成都北部的二级旅

游中心E6彐 。

在市域旅游范围内的边缘区附近形成的次级与再次级旅游中心 ,其等级高低与游客可停留度 ,以 及次级中心本身及其周

围景区的等级度有关。例如成都市区及郊县各旅游城市游客人均停留时间是 :成都市区4.93天 、都江堰 3.26天 、大邑 3.27

天、邛崃 1.75天 、彭州 3.56天 、新都 5.17天 、蒲江 3.49天 。而景区的等级度为 :世界级有都江堰一青城山世界文化遗产 ;国

家级(包括国家森林公园与地质公园)有 大邑西岭雪山风景名胜区、彭州龙门山国家地质公园 ,省 级有新都历史文化名城、崇

州历史文化名城及九龙沟风景名胜区、邛崃历史文化名城及天台山风景名胜区、蒲江朝阳湖风景名胜区;市 级有新沣五津风

景名胜区。由此可见 ,在成都及周边各主要旅游城市中,成都市区与新都为一级中心 ,都江堰、大邑、彭州为第二级中心 ,蒲 江、

邛崃、新津为第三级中心。次级旅游中心往往成为市域范围内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新增长极 .使旅游要素的配置更为合理。

各次级旅游中心之间 9旅游要素的重新配置强度是不一致的。为增加经济收入与获得更高的知名度 9所 以在同一城市旅

游域内各个次级旅游中心往往形成替代性开发竞争。1986-1995年 期间成都周边部分旅游城市对旅游的投人如下表。

成都周边部分旅游城市旅游投入表

大 邑 崇州 都江堰 彭州 邛 崃 新 都

投资总额 32070 24200 52000 6000 2900

旅游收入 40000 30000 5115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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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看 ,可 以发现上述城市为提升其旅游层次的投资数额 ,与 其旅游收益没有直接的相关度 ,投入与产出并不完全成

正比。但这是旅游开发初期常见的现象 ,由 于旅游资源开发与服务设施建设的周期较长 ,如 一个三星级宾馆从土建到开业 ,

一般在 2年左右 9四 五星级宾馆周期更长。所以,从旅游投人到获得旅游收益往往有较长的滞后期。但在旅游资源开发方式

符合本地区旅游业发展规律的条件下 ,继续进行较高水平的投人 ,会有较为丰厚的旅游收益回报。如距成都 50公里的都江

堰市 ,自 1998年到 zOO0年 为申报都江堰一青城山世界遗产 ,投人 4.76亿元 ,拆迁各类建筑物 28万平方米 ,建设一批旅游设

施和城市基础设施与绿化、亮化工程92000年 底正式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92001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419万人次。其中境外游

客5.2万 人次 ,旅游综合收人达 9。 l亿元。zO02年仅 1-10月 接待国内外游客 351万 人次 9其 中境外游客 5.5万人次 ,旅游综

合收人即达 7。 006亿元。都江堰一青城山周边的景区如虹口自然保护区、龙池森林公园、青城后山、青城外山等均得到迅速开

发,2002年仅虹口游客就达 30万人次以上E7彐 ,都江堰市已成为成都市域西北方向的旅游增长极。

城市旅游域中的资源初始情况与旅游要素的再配置 ,决定了中心城市与边缘区旅游城镇的发展速度 ,但城市旅游域的文

化与经济形态却决定了其发展的方向。因为中心城市的强大文化与经济吸引力与影响力 ,强烈地塑造着周边旅游景区的文

化经济形态。中心城市肜响周边城镇的途径 ,是通过历史变迁、文化传播、行政管辖、交通网络、交通联系等因素产生作用的 ,

而周边旅游景区自身的文化一经济结构和城镇功能定位 ,又决定了市域旅游边缘区的发展趋向与开发速度。

在市域旅游范围内.次级旅游城镇的文化与经济结构和中心城市相比差异越大 ,其城镇文化经济定位与旅游价值取向越

单纯 ,越有可能形成次级旅游中心。因为中心城市的文化经济定位与城市价值往往是多元化的 9包 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交通等多种功能价值 9如 到 zO世纪 gO年代为止 ,国家对成都的传统城市定位是三中心两枢纽 ,即
“
重要的科技文化中心、商贸

中心、金融中心和交通枢纽和通信枢纽
”
。此外 ,还要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 ,吸 引外来投资。偏离这个城市定位主

流的文化和旅游产业自然受到很大的限制。这种情况往往约束了旅游开发的方式。如都江堰每年在流经市区的岷江畔举行

消夏啤酒节 9节 庆活动占用大量交通道路与公共空间 ,而成都由于交通繁忙则不能在市中心区的锦江边如法炮制。市郊双流

县黄龙溪镇和龙泉驿洛带镇每年都举行火龙节和水龙节 ,而成都也缺乏在大街上耍火龙的条件。又如成都古蜀文化金沙迈

址与商业街战国船棺葬遗址是考古重大发现 ,具有极高的旅游价值 ,但 由于地处市中心 ,土地价值高昂,周 边保护区不可能太

大。金沙遗址目前划定的遗址公园面积约为 0.3平方公里 ,只能发展占地面积较少的旅游精品。而广汉三星堆遗址周边的保

护区则可达 10平方公里之多 9这就为广汉未来旅游业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当次级旅游中心城市发展到必须向多元价

值发展的阶段 ,其旅游价值功能会被削弱 ,工业、房地产业等在城市功能的比重上会逐步上升。如都江堰、乐山等城市。正面临

由单一功能城市向多元功能城市转型的选择。

这种情况促使次级旅游城市的周边再次发展出以旅游为主要功能的城镇。如彭州的龙门山镇、大邑的安仁镇、双流的贲

龙溪镇、龙泉驿区的洛带镇等。这些旅游城镇的进一步发展 ,成为第三级与第四级的旅游中心。

大邑县的安仁镇可以作为再次级旅游中心的一个例子。安仁镇距成都约 64公里 ,距大邑县城 12公里。是四川省级历史

文化名镇 ,有著名的川西民居建筑刘氏庄园。大邑刘氏庄园修建于 1928-1942年 间 .占 地 ⒛ 余亩。房屋 350余间。1966年 ,

国务院公布为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之一。安仁镇从 ⒛03年起引进民

间资金 l亿元 ,建造-个 占地 sO0亩 的高标准的建川博物馆主题公园 ,在公园内,主要建设抗战文物陈列馆和文革艺术品陈

列馆 ,另 外 ,还组合 zO多个中小型的民间博物馆 ,展示川西休闲、川西人家、川西饮食、川西客栈和川西民俗。安仁镇计划以这

个博物馆主题公园作为文化旅游产业的新龙头项目,突 出川西民居及庄园文化 ,构 建川西民居第—镇 E8]。 安仁镆未来将成

为成都西南远郊的三级区域性旅游中心。

另一个将发展为成都市域旅游再次级中心的市镇是洛带镇。洛带镇在行政上属于成都市龙泉驿区,西距成都市区 18公

里 ,是 四川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区。洛带镇现有居民 2.3万人 ,其 中有近 2万人是客家人 ,形 成一个独特的文化聚落地 ,至今保

留着客家语言与风俗。客家文化尤其在洛带的建筑中有完美体现 9其 中
“
五馆一园

”
是其代表性建筑与景观。即清代广东会

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客家民居代表巫家大夫第、洛带博物馆与民国时期建造的客家公园。广东会馆为洛带的标志性建

筑 ,始建于清代乾隆十-年 ,规模宏大 ,保存完好 9是成都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每年冬季在镇上举行客家火龙节 ,夏 季举

行水龙节 ,已经成为成都东南远郊吸引游客的重要人文景观。洛带位于龙泉山西麓的山前平原 ,附近有龙泉山脉中的人工湖

玉带湖 ,湖 区三面环山,绿树成荫 ,环境优美 9可 以成为洛带的自然景观休闲区。洛带镇在 1999年 至 2002年 间投人旅游资源

开发的资金为 500万元 ,预计在五年内再投人 6600万元 ,主要用于四川客家博物馆和玉带湖景区的建设。洛带镇所在的龙泉

驿区通过火龙节、水龙节和桃花节的成功举办 9创造了可观的旅游效益,zOOz年 全区实现旅游总收人 3,67亿元。洛带在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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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望发展成为成都市域内的三、四级旅游中心。

市域旅游范围内旅游中心与次级旅游中心的形成 ,与旅游者的客源地及空间行为相互作用规律关系很大。根据成都市

旅游局 1999年的调查资料 9当游客的客源地是省外地区时 ,除去长途交通费外 9在成都的旅游花费 .平均在 ⒛O0元以上 ,而本

省客源则仅在 620元左右。两个不同来源的游客花费相差达 3倍之多。这种情况对市域内的次级旅游城镇影响极大 ,因 为若

其主要吸引本地游客 ,则旅游收入偏少 ,如果以外地游客为主 ,则 旅游收人较多。但外地在成都过夜的游客平均只游览 1.45

个景点 ,本地游客平均游览 1.63个景点 ,更显示出高知名度景点对增加旅游收入的重要性。根据四川省旅游局对全省 15个

主要旅游景区的统计报表表明,zO02年共接待 1079.6万 人次 ,门 票收人 5.88亿 元 ,分 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7。 往%和 扭。9%

匚9彐 。见下表 :

四川省 zO02年主要景区旅游人数及收入表

景 区 乐山大佛 峨眉山 九寨沟 黄 龙 都江堰 青城 山 酉岭雪 山 碧蜂块

接待人数 (万 人次 ) 163.73 174.62 122.90 87.31 104。 48 97.5 88.44 61.6

门票收入 (万 元 ) 7610.86 16675.8 8897。 18 4853.36 2335 6499.38

由上表可以看出,四 川景区景点中接待人数超过 100万 人次的有乐山大佛、峨眉山、九寨沟、都江堰。接待人数超过 go

万人次的旅游景区有青城山、黄龙、西岭雪山。门票收人超过 幻00万元的旅游景区分别是九寨沟、黄龙、娥眉山、碧峄峡、都江

堰。这表明成都市域辐射区的乐山一峨眉山、九寨沟一黄龙、雅安一碧峰峡、都江堰—青城山、大邑西岭雪山等旅游区,已 成

为市域旅游区的次级旅游中心。

但是 ,市域旅游的中心一边缘结构的进一步变化 ,与旅游形态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所谓旅游形态 ,主要是观光旅游与休

闲旅游。在成都市的旅游者中9选 择观光旅游的比重为 55,5%,占 旅游者总数的一半。以成都 2002年 接待的国内旅游者计

箅 ,差不多有 ⒃00万人次的游客是采用观光型旅游的方式。从观光型游客的停留天数来看 ,zO00年米成都的旅游者人均停

留 l。 64天 ,与 1999年持平。其中,国 内旅游者在成都人均停留 1.58天 ,同 比下降 0,Ol天 ;人境旅游者人均停留 2,17天 ,同

比上升 0.1天 。这样短暂的停留时间 ,旅游者在成都游览的景点也很少。根据成都市旅游局 1999年 的调查 ,国 内旅游者在成

都年均游览的景点数仅为 1.44个 ,而成都拥有的旅游景区中9有 国家级风景区 2个 ,省 级风景区 7个 ,市 级风景区 3个 ,占 地

面积达 1243平方公里。与此相较 ,观光型旅游则远远未达到成都景区景点数量的基本底线。这种停留时间短暂的现象 .便 观

光型旅游者尽量选择高层次景点 ,如成都市区的武侯祠、杜甫草堂 ,都 江堰地区的都江堰、青城山等 ,出 现少数高知名度景区

游客拥挤 ,绝大多数景区门可罗雀的现象。

而中小景区及旅游集镇的开发 ,与休闲型旅游的兴起关系密切。根据 1999年 的调查 ,到成都的国内旅游者中。以观光度

假为目的的旅游者人均停留天数为 3.65天 ,而 以文化休闲旅游为目的的旅游者人均停留天数则为 6.33天 ,几乎是观光度假

型的 2倍 ,是所有国内旅游者在成都人均停留时间的 3.9倍 E10]。 休闲旅游从上世纪 gO年 代后期以来发展很快 .对于成都这

样的内陆旅游城市来说 9出 现了城郊乡村型休闲旅游迅速发展的趋势。这是因为高层次景点的旅游成本 9主要是门票与服务

价格较高 ,以及景区的拥挤程度增加 ,使游客的满意度与舒适度下降。根据 1999年的调查。如峨眉山、都江堰、青城山、石象湖

等适合休闲型景区门票与住宿的花费 ,约 占游客总花费的 34%左 右。~9002年 ,成都国内游客人均花费为 580元 ,而本地一日

游游客人均花费为 230元 ,仅 门票与住宿的支出每日即约达 gO元左右。而乡村型休闲旅游成本较低 ,这样就出现了旅游者为

降低旅游成本而选择乡村型休闲旅游。虽然这种休闲形态由于层次较低 ,一 般只适合本地低收入游客 ,但 休闲旅游的时间较

长。而且为降低旅游成本 ,旅游者往往选择较低级别与较低知名度的景区景点 ,这 种逆向选择 ,使大量低级别及低知名度的

景区景点获得发展的机遇。以成都为例 ,乡 村型休闲旅游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是上世纪 gO年代初期兴起的城市近郊区农家

乐。游客的出游距离约在 5-10公里左右 ,出 游时间为 1-2天 。从 zO00年 以来 ,乡 村型休闲旅游发展到第二个阶段 ,即远郊

山野型休闲旅游 .旅游半径约在 50-100公 里 ,休闲时间平均在 2-10天左右。以成都市域西部龙门山边缘休闲度假区而论 ,

这一区域的彭州银厂沟、白水河、丹景山,都江堰市的青城后山、青城外山,崇 州的街子场、九龙沟、怀远镇 ,大邑县的高堂寺、自

塔湖等中小景区,同样有山林水石之胜 ,及深厚的人文宗教环境。其实早在一个世纪以前 .法 国天主教传教士就已发现了这

一休闲度假带的价值。兴建于 1895-1908年 ,有
“
东方巴黎圣母院

”
之称的彭州自鹿天主教神学院 ,至今仍座落在自鹿镆的森

林蛱谷之中,当 年选址的目的之一 ,就 是此地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夏季的凉爽。这一区域旅游成本较为低廉 ,景 区外围更未收

取门票 ,已 形成为成都远郊的旅游休闲度假带。仅青城山麓的青城乡,zO01年 该乡沿山地带的五里、桃花、石桥几个村的农家

休闲旅游已颇具规模。从事农家旅游的农户多达 100余 家 9接 待能力每天达 3000多 人次 ,每 天的食宿费用仅为 30—50元

[11彐 。因此近几年春夏季集中于度假村及农家的休闲人数大约在数万人左右 ,以 每人花费 500元计 ,仅夏季为这一休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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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提供的旅游收八就在千万元以上。高等级观光型旅游景区的开发 ,会带来旅游要素的重新配置 ,从而引起交通、服务及观

光资源开发层次的不断提高,从而形成市域旅游区内的次级旅游中心。而乡村型休闲旅游则往往依托旅游区内的中小集镇 ,

使旅游要素进一步向等级度较低的旅游景区景点及中小集镇扩散 ,从而能够促进更低层次的区域性旅游中心兴起 ,使市域旅

游得到均衡发展 ,由 中心城市辐射型向网状结构互补型转化。

在市域旅游的各层次旅游中心之间 ,通过旅游形象营销、文化传播、客源共享而互惠互动。在市域旅游资源开发初期 ,主

要依靠其旅游资源的原生状态 ,但原生态旅游资源的旅游吸引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 9当 旅游开发进入成熟期 ,为维持旅

游吸引力不致下降 ,文化开发的力度会不断增加。这是因为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往往通过规模的扩张即旅游资源量的扩大

进行。而人文旅游资源则伴随着文化的不断创造与更新 9是旅游资源质的提升。马波认为 :“ 文化是旅游者的出发点和归结

点 ,是旅游景观吸引力的渊薮 ,是旅游业的灵魂。
”
匚12]以成都的旅游形象品牌变迁为例 ,在上世纪 BO年代为

“
天府风光、熊猫

故乡、文化名城
”
,主要是从自然旅游资源的角度进行形象定位。⒛01年增加了更富有历史文化氛围的

“
古蜀文明

”,zOO3年 叉

推出
“
成功之都、多彩之都、美食之都

”
的品牌 ,旅 游形象的定位完全转换为文化角度。从成都市域旅游圈的其它景区景点来

看 ,同样也经历由生态型旅游资源开发逐渐向文化型旅游资源开发转移的过程 ,由 强调资源的原生性到强调文化价值性。如

彭州确定的四大旅游特色中,牡丹之乡与宗教文化都是以强调人文资源为主。zO03年 6月 ,雅 安在流经市区的青衣江畔建成

的梦幻一条街 ,由 独具地方特色的 33幢小木屋啤酒屋组成 ,是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美食为一体的文化一条街 9成为雅安

城市旅游的一大亮点。文化资源的高层次开发以申报世界遗产为代表。1992年 ,九寨沟一黄龙成为世界自然遗产,1996年 峨

眉山—乐山成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⒛00年都江堰一青城山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三个主要景区的文化含量因此大大

增加 ,成为旅游要素重新配置的重要动力。即使如九寨沟暴初完全以神奇优美的自然风光闻名于世 ,但 2002年也在大九寨风

景区内的甘海子景区兴修九寨天堂国际会议度假中心 ,力 求通过生态与人文并重、保护与发展兼顾的综合开发方式 ,将该景

区过去资源型观光游览的旅游经营方式转换为生态文化休闲会议型的更高层次。同时 ,受到中心城市大众文化因素的影响 ,

市域旅游开发中的大众文化含量也不断增加 ,各种大众旅游文化活动层出不穷。如成都的周边市镇已经举办的大众文化活

动有 :郫县农家旅游节、洛带客家火龙节、龙泉驿桃花节、彭州牡丹花会、都江堰放水节、黄龙溪龙舟会、都江堰李冰诞辰节、崇

州孔子文化节、金堂县金桔节等 ,这些旅游活动几乎都是以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为指向的。

总的说来 ,由 于市域旅游中心一边缘文化经济结构的存在 ,使市域旅游辐射区内的旅游要素不断出现再配置。再配置的

动力与因素 ,与市域旅游区中旅游资源是发散型还是收敛型密切相关 ,发散型的市域旅游 ,会使旅游要素不断由中Jb城市向

边缘城镇扩散 ,从而在市域旅游区内形成若干次级与再次级旅游中心。旅游要素的再配置也与城镇的文化与经济功能复杂

程度密切相关 ,城镇的文化经济定位与旅游价值越是单纯 ,越容易转移中心城市的旅游要素 ,发 展成为次级旅游中心。旅游

形态的变化以及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 ,同样影响市域旅游区内的旅游要素扩散与转移。不同等级的景区景点文化资源

开发程度越高 ,旅游形态向休闲旅游发展的速度越快 ,旅游要素的转移与再配置也就越迅速。市域旅游 ,正是在这种中心一

边缘的文化经济结构及其对旅游要素再配置影响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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