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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2012 年，北京市旅游接待人次超过 2.3
亿，旅游收入也超过了 3600亿元。旅游业在
自身发展的同时，对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然而，北京也遇到了人口、资
源、环境等方面的约束和瓶颈。

成功在转折点

成功者不是成功在起点，而是成功在转
折点。当前北京正处在城市转型发展、产业
优化升级、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阶段，旅游
业作为一个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服务业，它
对整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
用。而北京旅游业自身在发展定位、转型升
级等方面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北京市副市长程红说，作为一个首都
城市，如何对旅游业下一步发展进行准确
定位，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是北京一直
在思考的问题。北京旅游业发展绝不是单
纯的一个产业选择，而是城市定位当中国
家首都的重要功能。如何从一般的观光加
快向商务旅游、休闲旅游和其他专业旅游
的转型，需要加以关注；怎么由各种旅游
主体向企业化、品牌化、集团化发展，从
而提高组织化程度，也必须予以重视。

从规模上看，北京正在实现现代旅游
的起飞，但从质量上讲，北京的旅游才刚
刚起步。北京市旅游委主任鲁勇说，国家
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
是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定位。因此，建
设宜居宜游城市，实施综合配套改革，以
有效振兴现代旅游业，是现实所需，顺势
之举。

他认为，需要解决好 3 个问题：一是

增大社会公共服务与保障投入，以满足大
众化旅游需求。二是形成现代旅游主导的
城市资源统筹、产业联动的综合服务体
系。三是建立健全有利于现代旅游可持续
发展的政策制度和服务保障体系。

城市与旅游一体化

转型升级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必然要
求，实施综合配套改革需要用新的观念来
拓展思路。正如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
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小安所言，要研究旅游
转型升级，核心是转型，转型的核心是体
系化，把以前单一的以观光旅游为主的体
系，转向为观光、商务、休闲、度假、乡

村、特种旅游相结合的综合经营体系。再
看升级，升级的核心是层次化，并不意味
着都追求高端，而是应该建立合理的旅游
运行体系和精品体系。

理清城市与旅游的关系，才能对转型
升级有系统化的把握。中国旅游报社社长
高舜礼认为，转型升级不仅是对旅游业的
要求，也是对城市发展的要求，转型升级
对指引城市与旅游业发展具有衔接与沟通
两大领域的作用，升级不但是对发展方式
的调整，也是对发展目标的追求，还是对
发展过程中一些关系把握的要求。顺着这
样的思路，就必须考虑发展方向与发展方
式问题。对此，高舜礼提出了把握好“六
个关系”，即把握好城市发展与旅游提升的
关系，把握好发展导向与范例参照的关

系，把握好城市形象与公共服务的关系，
把握好入境与国内旅游的关系，把握好基
础优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把握好主色调
与多元化的关系。

贵在细节把握

怎么使旅游者的生活更方便一些，这
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恰恰在这
一点上，我们和发达国家城市有巨大的差
距，需要从细节方面加以改进。

旅游业已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先
导，也是文化名城展现的一个重要载体。国
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周久才认为，北
京拥有很多资源，文化名城的建设绝不是单
纯看拥有多少资源，而要体现它的文化价
值，旅游恰恰在这方面大有作为。

在转型升级方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邹统钎教授更强调北
京打造旅游枢纽的重要性。他指出，纵观
世界一流旅游城市，新加坡、迪拜等都以
打造国际旅游枢纽为战略定位，其目的就
是实现其对区域和国内旅游发展的绝对控
制能力。长期以来，北京一直把自己定位
为中国首要旅游目的地城市，主要是依赖
它所拥有的资源来积累财富，而非通过流
经它的东西取得控制力。北京要建设世界
旅游城市，不仅仅要成为国际旅游目的
地，也必须成为区域旅游枢纽，例如中国
的门户、东北亚的枢纽，即要建设成一个
具有枢纽功能的旅游目的地。为了强化枢
纽功能，北京应当加强客流中心、国际交
通中心，以及国际旅游企业的总部基地等
三方面的建设。

编者按 2012年北京接待国内游客达 1.362亿人次，同比增长

6.3%。其中，旅行社接待国内旅游游客为 351.7 万人次，同比下降

8.6%。散客化的趋势逐渐明显，表明北京旅游产业发展到了一个重要

拐点，需要加快旅游产品向休闲复合型转变。

为此，7月9日，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中国旅游报社、北京旅

游学会承办的“可持续的城市发展与北京旅游转型升级”座谈会在京举

行，会议就北京旅游业的转型升级进行了探讨。

就未来旅游发展而言，北京旅游要做强做大，区
域合作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区域之间的互动已经成
为旅游业发展的一个内在属性，一个没有大的区域
作为依托的城市，其旅游产业和旅游空间是不可能
做强做大的。这是北京旅游转型升级能否向纵深推
进的一个制约因素。

北京交通大学旅游系主任张辉说，与“长三角”
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相比较，北京旅游业缺少区域
互动，未来需要有更多的产品体系和分工合作来弥
补。他说，“长三角”地区搞得比较好，说明在整个
社会分工中，上海资源和周边资源形成了良性的错位
发展和互为补充的格局。但是，北京在区域合作方面
一直进展比较缓慢，如果北京要把旅游产业做大，成
为国民战略性支柱产业，就必须加强、加快区域合
作，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的产业布局和空间布局，作为
一个重要的集散地，而不仅仅作为一个目的地来辐射
整个环渤海。

对此，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周久才认为，
北京的首都地位和交通优势，也决定了北京在区域合
作发展及国际合作中的独特地位，应该顺应区域发展
的一体化趋势，结合首都经济圈建设和世界城市的建
设目标，更加自觉地整合资源、加强合作，更加自觉地
积极引导、协调规划，加快推进首都旅游圈和世界一流
旅游城市建设。

北京现有的优势也为这种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条
件。巨大的旅游人口数量不必赘述，仅就最新的政策
优势而言，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北京推出了对 45 个
国家实施 72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旅游、购物退税政
策也有望取得新的突破。如果这些利好将来能进一步
拓展，将对环渤海地区的旅游合作提供巨大的动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刘
锋说，构建北京首都旅游经济圈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共
识。对北京旅游发展来说，一方面是向内看，需要练
内功，促进转型升级；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向外看，怎
样形成一个区域一体化的大旅游合作格局。区域合作
战略的强化，也决定了旅游合作的机遇性，以旅游产
业作为一个突破口，构建环首都的旅游经济圈，对于
整个地区的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都是意义重大
的。尤其是解决北京面临着一些现实难题，比如雾霾
已经成为了大家广为诟病的话题，到了“黄金周”，
核心景区人满为患的场景和交通严重拥堵的状况，都
说明了北京的很多功能需要进行有机的疏导，这些皆
有赖于同周边区域进行合作。

无论是整个京津冀合作，还是环首都的省区合
作，最关键的因素都是北京。在目前的情景下，跨出
北京来扩散资源、疏解城市的压力，已经越来越成为
一个广泛的共识。

对于合作，北京旅游业把目光放得更远。2012
年 9 月，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 （WTCF） 在北京宣告
成立，总部永久设在北京，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城市
为主体的国际旅游组织。莫斯科、伦敦、柏林、罗马、巴
塞罗那、洛杉矶、香港、澳门、上海、天津、重庆等 62 个
国内外城市与企业机构已成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
会员。

难题之一：

旅游用地哪里找

不仅北京，在很多城市，旅游用地紧缺
是长期制约旅游业发展的瓶颈之一。中心
城区难以拿出足够的空间用于旅游业，很多
人将目光投向附近乡镇，希望通过城镇化来

解决这一瓶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

厉新建说，提高旅游管理和服务水平，涉及
旅游用地的问题。对北京来说，现在最主
要的土地空间一定在城市之外，如何把乡
村土地盘活，用于旅游的发展，包括允许乡
村居民利用一部分宅基地来换取资金，用
来发展乡村旅游，或者改善自己的居住条
件，这一点在政策上是不是可以进一步去

突破，值得研究。
厉新建说，现在很多是自主式的旅游形

式，对旅游目的地公共服务的需求会急剧提
升。所以，在城镇化过程中，包括旅游公共
服务如何纳入到乡镇旅游规划当中去，如何
在城镇预算中专门安排旅游公共服务的资
金，都是需要加以重点考虑的。同时，要真
正把规划建设旅游主题城镇作为城镇化重
要的渠道。

难题之二：

乡村如何规划

乡村如何规划，涉及乡村旅游如何开展
的话题，既能让本地居民满意，又能让外地
游客满意，才是真正合适的城镇化。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
晖谈到，前一段时间去奥地利和法国考察古
村落保护，那里普通的村庄农房建设都相当
漂亮，乡村道路周边非常干净整洁，景观控
制得很好。在法国，村庄规划连窗户开多大
都在控制中，老百姓都得听从，否则就违法
了。而在国内即便比较发达的村庄，一眼看
去，农民虽然富裕了，经济虽然发展了，但建
设得越来越难看，主要原因是缺乏管理、缺

乏规范。如果只在一个点上发展乡村旅游，
那我们乡村旅游的发展空间就是有限的。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
家明教授则对北京郊区游憩空间提出了想
法。他说，北京各类游憩空间布局均有一定
规律，风景名胜区分布在远郊的山区，城市
公园与城市发展相关，乡村旅游往往依托于
大型景区，郊野公园属于政策导向型的游憩
空间。

难题之三：

旅游业如何助推城镇化

城镇化是一个大命题，涉及方方面面，
旅游业都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旅游业如何推进城镇化的问题，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认为，首先要完善
旅游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强城镇化发展
规划的衔接。同时，要加强产业融合，大力
发展旅游业新业态，推动城镇化绿色低碳
发展。在融合的基础上，北京还应推动综
合旅游的发展。旅游和养老产业、旅游和
养生产业、旅游和农业、旅游和其他产业，
在融合方面大有可为。

他分析说，人往哪里去是城镇化的关
键，不赞成北京所在地的膨胀，因为这种城
镇化是钟摆式、候鸟型的流动，牺牲的是几
代人的幸福。所以，人如何市民化，首先要
有稳定就业。现在从全国来看，与旅游相关
的就业人数已经有 8000 多万人，从北京来
看，间接、直接的从业人员达到 170 多万，占
全市就业总量的 18%，乡村旅游带动农民就
业6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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