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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与四川旅游合作研究
!

武! 光，王清雨，张海龙

（重庆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重庆 A###A%）

摘! 要：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旅游发展趋势之一。重庆与四川地缘相近、文化相承，在旅游方面具有优越的合作基

础和潜力。本文通过对川渝旅游合作条件、合作障碍等方面的分析，得出两地旅游合作目前尚处在初级阶段，合作

目标仅限于消除体制障碍，合作内容更多聚集于两地旅游业的互通，合作方式是典型的政府推动、产业相连，并没有

形成固定的合作模式。区域旅游合作应以空间组织结构为基础，以政府协作、产业组织为两翼来实现双赢的合作目

标。基于此，提出川渝两地旅游合作应采用双核联动模式，即通过以成都和重庆主城为双核，在空间上构建长江上

游旅游圈，政府间成立合作组织和建立合作机制，产业方面实行战略联盟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和实现产业链的对接，

从上述 + 个方面入手带动整个区域的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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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区域旅游合作是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避免

恶性竞争的必由之路［E］，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旅游发

展热点之一，据不完全统计，"###—"##A 年我国国

内各省区至少签订了 ++ 项区域旅游合作计划和文

件［"］。同时，区域旅游合作实践的发展又使其成为

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许多学者从合作模式、合作

机制、合作措施与对策等方面研究了各区域间旅游

合作，马勇等研究了海峡旅游合作区［+］；张琛［A］、殷

柏慧等［*］探讨了长江三角洲；颜丽丽和朱海森对辽

宁省滨海区域［F］；石正方对蒙晋陕豫交界地带［%］；

宋丁［$］、董观志和白晓亮［C］对广、深、珠等地区的旅

游合作进行了分析。郭淳凡对粤港澳［E#］，吕飞和张

龙对重庆与成都（"##A）［EE］，田广增对中部 F 省间旅

游合作［E"］，尹长丰等对沪、苏、皖地区［E+］，邓清南等

对川滇藏旅游区域合作［EA］进行了探讨；梁明珠等分

析了泛珠三角旅游合作［E*］；李飞等研究了大珠三角

城市 群［EF］；李 天 元 探 讨 了 台 弯 海 峡 两 岸 旅 游 合

作［E%］。

川渝一衣带水、文化同根，具有良好的旅游合作

基础和合作优势。尤其在国家“ 十一五”规划中，成

渝地区被列入国家四大重点关照经济区之列，而且

重庆和成都又被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实验区。在此背景下，可以断定川渝经济联系将越

发紧密，而旅游业在两地经济发展中又具有重要的

地位，旅游合作势必大有可为，所以研究其合作也就

具有十分突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但目前关于两地

旅游合作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对川渝旅游合作条

件、合作障碍等方面分析，进而提出合作模式，尝试

对川渝旅游合作进行一些探讨。

E 川渝合作条件分析

E@ E 旅游发展迅速

近年来川渝两地的旅游经济发展迅速［E$］，从总

体上来看各地的旅游总收入都在各自 HIJ 中占有

重要的份额，完全具备了支柱产业地位（见表 E、"）。

而且两地的旅游总收入的增长水平均超过 HIJ 的

增长速度，旅游发展潜力巨大。

两地的国际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均呈增长

趋势（"##+ 年因非典型性肺炎流行影响而导致的收

入下降例外），在国内旅游人数和收入方面也均呈

上升趋势（见表 +、A）。综上可以看出，川渝两地的

旅游经济实力都较强，发展趋势良好，这为两地的旅

游合作打下了坚实的旅游经济基础。

E@ " 政府合作不断加强

近年来川渝两地旅游合作日趋紧密。"##E 年

签订重庆—成都经济合作会谈纪要；"##A 年 " 月签

订加强川渝两省市旅游合作协议；"##A 年 C 月川渝

两地旅游局已签订“构建长江上游（川渝）旅游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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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 年四川省旅游总收入与全省 ’()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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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 年重庆市国际、国内旅游接待

人数和旅游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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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 年四川省国际、国内旅游接待

人数和旅游收入

年份
国际旅游接待

人数 * 人次

国际旅游

收入 * 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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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议书”；#$$& 年 # 月确定川渝实行高层联席会，

两地建立两省市党委、政府高层领导定期联系机制，

建立两省市政府秘书长协调机制，两省市部门和行

业对口合作机制，两省市的市、区、县对口联系机制，

加强两地联系合作；#$$& 年 . 月，川黔渝三省市还

达成《共同打造川黔渝三省市金三角旅游区》的协

议，提出构建川南、黔北、渝南一体化的旅游圈。两

地政府已显现出强烈的合作愿望，川渝两地的长期

“旅游障碍”开始渐渐走向“融合”［!2］。

!- . 交通网络齐全

便捷的交通网络是区域旅游合作的重要条件。

川渝两地近年来在基础设施领域投入巨大资金，目

前两地正在规划修建铁路快巴线，铁路快巴建成后，

重庆到成都不到两小时。加上已有的成渝铁路、渝

遂铁路及其复线（今年即将通车），这样重庆与四川

将开通四条铁路，而且重庆经泸州到贵阳的高速路

也已在建设之中，未来成都建到上海的快速铁路将

经过重庆，重庆建到兰州的铁路也将经过四川!。

加上已有的成渝空中航班，区域间已构筑了点对点

的城际快速铁路、高速公路、空中通道立体交通网

络。发达的交通网为区域间旅游客流的顺畅流动提

供了基本保障，为两地间旅游线路的组织、旅游产品

的联动开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 , 资源联系紧密

重庆与四川地域相连，很多旅游资源都跨越了

两地，如四川省泸州市、重庆江津市、万盛区同属川

黔渝金三角生态旅游区，且均是中心区域，此区域物

种丰富，原始状态好，自然生态系统典型，国家旅游

局、国家发改委、国家西部开发办三部委将三角区列

为西部旅游投资规划中重点发展的跨行政区大旅游

区［#$］。同时，两地的很多地区资源都具有很强的组

合性，如重庆、达州、巴中、南充、广安属川陕渝红色

旅游区，此区是全国十二大红色旅游精品区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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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全国 !"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之一［#$］。嘉陵江

流域的四川南充、广安与重庆合川三地间旅游资源

关联性极强，旅游资源极为互补，可以共同打造嘉陵

江生态文化旅游区。

# 合作障碍分析

#% $ 思想分歧的观念障碍

自 $&&’ 年重庆被列为直辖市后，两地在“ 身

份”方面的对峙就没有停止过，本地的“ 直辖”情结

与四川方面的“老大哥”情结一直相互抵触，从网络

上的川、渝民间不时发生的“ 口水战”可略见一斑。

近年来，虽然川渝两地加强合作的观念逐渐深入人

心，成为主流；但是还是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和现

象，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争论，思想还未完全统一，对

合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 # 产品同构的运作障碍

目前观光休闲类旅游产品是川渝两地旅游发展

的支撑产品，但两地的观光休闲旅游又都集中于自

然山水、地域风情、都市风貌，因此造成了两地旅游

产品同构的局面。从目前两地的“ 十一五”旅游业

规划可以发现产品的同构性。重庆的“ 十一五”规

划中提出构建观光为主，休闲度假并重，以精品为龙

头、新品相配套的，突出大重庆、大三峡、大旅游、多

样化、层次性的旅游产品体系!。四川则提出以生

态为卖点、文化为亮点，继续完善观光旅游产品，加

快实现由单一的观光产品向观光与休闲度假并重的

综合型旅游产品转变"。严重的产品同构只会增加

两地旅游业的运营成本，解决产品同构的问题，有赖

于两地旅游产品的开发中以资源整合为原则，以文

化为连接，通过资源的联动开发和错位经营，从而树

立巴山蜀水的旅游品牌。

#% ! 制度缺位的管理障碍

当前川渝两地区域整合尚停留在非制度化（ 机

制化）的阶段。因为既缺乏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的

超区域管理机构，又缺乏法律效力和刚性约束的制

度环境。一些区域性组织的协调也仅仅表现为地方

政治精 英 之 间 的“ 沟 通”和“ 对 话”，显 得 颇 为 随

意［##］。缺乏相关的政策制度，导致了两地旅游业竞

争中出现行业秩序紊乱，不规范竞争手段，违反行业

理性的行为等诸多内耗性问题。

! 川渝旅游合作模式—双核联动模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川渝旅游合作目前尚

处在初级阶段，合作目标仅限于消除体制障碍，合作

图 $( 川渝双核旅游合作模式

内容更多聚集于两地旅游业的互通，合作方式是典

型的政府推动、产业相连，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合作模

式。因此，本文认为川渝两地应通过以成都和重庆

主城为两个增长极，统领整个区域旅游发展，并从空

间结构、政府协作、产业合作 ! 个方面来开展旅游业

合作。

!% $ 空间结构

重庆是内河港口城市、成都是四川的中心城市，

双核空间结构被广泛应用于此类空间形态上，此种

结构兼顾了中心城市和港口城市优缺点，可以实现

区位上和功能上的互补［#!］。因此，川渝旅游合作的

空间组织就是构建双核空间结构，形成以成都和重

庆主城两个核心主导下的长江上游旅游圈空间布

局，最终实现两地区位和功能上的互补，并拓展两地

在长江上游的旅游影响力［#)］。具体来说以成都和

重庆主城为双核，以长江上游的四川、重庆各区县及

湖北宜昌为次级核心区域，以湖北恩施州、神农架；

湖南张家界市、湘西州；贵州遵义市、铜仁地区为辐

射区域，形成双核心、多层级、大区域的长江上游旅

游圈。

图 #( 双核联动空间结构

之所以选择重庆主城和成都为双核，因为在经

济、文化等各方面，这两座城市对各自周边地区的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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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两座城市都是各自区

域的旅游集散中心，在各自的区域旅游发展中充当

着“领导者”的角色。只有这两座城市间的旅游合

作发展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川渝旅游合作。另外，还

需指出这里的空间范围已超出川渝两地，川渝旅游

合作的空间布局如果仅仅局限于两地之间，其在长

江上游的作用就无法突显。所以，在空间布局方面

本文跳出川渝地理范围，而从四川、重庆、湖北、贵

州、湖南等 ! 个地方出发，将它们统领于长江上游概

念之下（这里的长江上游是旅游意义上的概念而非

自然地理概念），充分发挥长江上游两座特大城市

的经济、资源、交通等各方面的优势，使川渝两地成

为长江上游旅游发展的发动机，带动长江上游周边

各市县旅游发展，进一步强化川渝两地在全国的旅

游影响力。

"# $ 政府协作

政府协作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即成立合作

组织和建立合作机制。

构建以川渝两地政府主导的，其他地方政府参

加的旅游合作组织。这一组织是在中央政府关于区

域合作、区域发展政策、旅游发展政策指导下，以各

方自愿参加为基础，拥有区域旅游合作方共同制定

并认可的合作章程，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一个

紧密型、实体型组织［%&］。

在借鉴长三角、珠三角旅游合作机制的基础

上［$!’$(］，重庆与四川的合作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

面。

%）合作协调机制。在合作组织中设置川渝旅

游合作协调小组，组长由重庆和四川党政领导担任，

成员应由各地政府分管旅游的领导亲自担任。在合

作章程中应明确规定产生纠纷时整个协调的流程，

并通过依法签订各种合作协议来保证合作行为。

$）信息交互机制。建立川渝信息中心，定期

地、公开地、规范地、详尽地将本区域旅游经济政策、

相关信息发布出来，并通过其他网络传媒渠道辅助

传播旅游相关信息。

"）利益补偿机制。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对合

作中为了川渝旅游发展而作出一定利益损失的合作

方提供相应利益补偿。在合作章程中写明利益损失

的界定方法、利益补偿的资金来源和利益补偿的方

式等相关内容。

)）评价激励机制。评价主要是通过将定性与

定量方法相结合，全面考察川渝旅游合作的成效。

定性方面是对制定的合作政策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

全面考察，定量方法主要通过设置量化指标来评价。

激励主要是通过用政策手段对旅游合作给予鼓励和

支持，如对旅游合作项目的投资给予工具性政策的

倾斜。

!）行为约束机制。建立川渝合作冲突协调的

第三方组织，这一组织可由两地的旅游行业协会、旅

游主管部门等多方构成，主要负责区域合作中的矛

盾和冲突的裁定。同时还应在川渝旅游合作章程中

规定明确的行为惩戒条款，包括区域合作各方在合

作关系中应遵守的规则、在违反区域合作条款后应

承担的责任、对违反区域合作规则所造成的经济和

其它方面损失应做的经济赔偿规定。

"# " 产业合作

在产业方面的合作主要涉及两方面：第一，实行

战略联盟构建合作伙伴关系，打破两地旅游企业之

间合作壁垒，具体的合作范围主要集中于在产品开

发、市场营销、市场开发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合作。在

产品开发方面，两地的世界遗产旅游景区可以打包

推出川渝遗产游的旅游产品；在营销方面两地可以

联合参加国际旅游展销活动，重点在邻近的亚洲客

源国，如在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建立川渝旅游对

外办事处。就是要通过共同开发新产品、共享资源、

联合促销、共同营销、互通信息、联合竞争等举措，最

终形成息息相关的产业链利益共同体。第二，采取

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多元化的扩张型发展战

略，通过直接投资、合资、兼并、收购、重组等资本合

作方式，整合区域内旅游企业资源，实现生产要素的

区域内自由流动，最终就是实现产业链的对接，弱化

两地企业地域性特征，增强两地企业的开放性。重

庆的两大旅游集团即重庆交通旅游投资集团和重庆

旅游控股集团就可以通过兼并、收购四川的旅游企

业，购买景区的经营权进而参与四川的旅游发展。

同时，通过采用大型旅游企业集团化、中型旅游企业

专业化、小型旅游企业网络化的发展模式，在区域内

建立几个跨省市的大型旅游集团，以及分工明确、联

系紧密的中小型旅游企业，最终形成合理的梯度卖

方市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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