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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专家纵谈全域旅游——

踩着行情 脚踏实地才能走好

主持人：从目前国内外全域旅游、旅游产

业及旅游需求等方面看，未来三至五年要做

成做好全域旅游，重点在哪里？

蔡红：首先是公共服务，这是非常重要
的。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走势来看，在消费
升级的过程中，无论是国内旅游，还是出境旅
游，在出行过程中，人们已经不再单纯地关注
于某个城市富有特色的景区和景点，而是希望
全方位地感受和体验整个城市的文化氛围，以
及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给人们带来的便
捷程度和便利性。其次是体制机制问题。现
在很多省市将旅游局改成旅游委，委和局不单
纯是一字之差，更多地体现在工作职能上的差
异，其中增加了综合协调的功能，因为旅游产
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涉及经济活动的方方
面面。

主 持 人 ：推 行 全 域 旅 游 的 难 点 是 什 么

呢？如果能提前看到难点并加以规避，就会

更有操作层面上的意义。

马晓龙：在建设全域旅游这项工程中，
地方政府是否有一个很清晰的发展思路，和
对全域旅游的理解，这直接决定全域旅游往
哪个方向发展。如果我们对全域旅游这种模
式的认识不到位的话，就抓不到全域旅游的
点上。

主持人：有些地方反映了另一个难点，就

是对示范区域，国家旅游局给出的 4 个验收标

准，即对当地经济与就业的贡献、建立综合管

理执法体系、厕所革命和公共服务建设、建成

旅游数据中心，地方政府做起来感觉有难度。

曾博伟：这可以理解。比如，深圳对此
就非常头疼。由于它经济总量很大，旅游业
增加值不大可能占到 GDP 的 15%。但实际上
就全域旅游发展理念而言，深圳做得非常
好。所以我觉得全域旅游应该弱化刚性指
标，突出柔性要求，重要的是把全域旅游发
展理念体现到地方工作中去。这样不管旅游
规模是大还是小，旅游比重是多还是少，都
可以在旅游上有所作为，通过发展全域旅游
让游客满意，让居民满意，企业从中受益，
经济得到发展，城市的形象和环境得到改
善，这就是一个好的全域旅游。另外就是监
管问题，如果没有很精细的管理，就可能影
响到城市整体的旅游形象。

马晓龙：全域旅游是一种思想和模式，如
果只是盯着国家旅游局提出示范区的指标，
很多地方政府很难达到指标。发展旅游的目
标，是让游客感受到旅游中的美好，让当地百
姓致富。

但是国家旅游局为什么提出这 4 项指标

呢？因为有具体指标才能进行定量化的衡
量，但是如果地方政府在发展过程当中仅仅
围绕这些指标去做，可能就会出现对初衷的
背离。也就是不能只盯着指标，重要的是按
照全域旅游的思路去推进。

主持人：民间说主食的供给，有句话

很精彩，叫“一桌窝窝头，不见大馒头”。

我们在对全域旅游叫好的同时，也不免

担忧，对一个区域来说，搞全域旅游，会

不会发生“一桌窝窝头，不见高大白净精

致细腻的馒头”的情况？甚至把区域原

有的特色也掩盖了？

魏翔：关于“全”和“特”的问
题，实际上哪怕是学术界也应该重新
进行定位。我认为“全域”讲的是旅
游功能和城市功能的再次融合，并不
是 简 单 地 给 城 市 穿 一 件 旅 游 的 衣 服 ，
以旅游带城。不是游客去的城市叫旅
游城市，也不是能旅游的城市叫旅游
城市。举一个更小的例子，电信店在
卖 手 机 的 同 时 ， 应 该 提 供 一 些 服 务 ，
就是说任何一个游客来了，能买到一
张当地的手机卡，在 7 天内有效，这
就是全域旅游。但是这个全域旅游贴
的标签不是旅游，而是把旅游功能融
合在城市功能的背后，却不是把旅游
标签贴在城市标签的外面。

主持人：任何旅游产品，剥开其

外 衣 看 ， 核 心 都 是 文 化 。 实 际 工 作

中，怎么才能信守区域的文化内核并

且把它放大，使它渗透到全域旅游的

各个方面？

曾博伟：全域旅游和特色化关系的
问题，我认为特色化的主要体现还是文
化。全域旅游像一个舞台，舞台只是一
个背景和平台，特色化就是舞台上的节
目内容和演员，一个城市最大的亮点还
是特色文化。当然抓文化并非是要做一
个文化旅游景区，而是应该让游客在这
个城市旅游过程中无处不体验到特色的
文化。比如餐饮可以是文化餐，酒店可
以是文化主题酒店，购买的旅游商品也
是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商品。包括我们的
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甚至旅游厕所，都
可以有很多地方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符
号。这样的文化才是全域化的文化，才
是游客可以体验的文化。

马晓龙：同一件事，你用 100 双眼
睛 去 看 的 话 ， 可 能 有 100 种 的 理 解 。
但是对于全域旅游来讲，要抓住核心
卖点到底在哪里。要把基础设施搞上
去，把公共服务搞上去，游客来了以
后，能够深刻感受到这个地方的文化
内涵，可以把最能让游客有共鸣的东
西展现出来。

主持人：全域旅游，望文就可会意，但读

者们还是需要一个专业化的定义，而且更想

知道全域旅游追求的方向目标是什么？

蔡红：一般来说对一个概念进行界定
是非常困难的。我比较认可国家旅游局局
长李金早对全域旅游的定义：它是在一定
的区域内将旅游作为优势产业或者先导性
产业，区域内的社会经济资源，尤其是旅
游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等，进行一
个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

资源有效整合，产业的融合发展，社会的
共享共建，以旅游带动和促进社会经济的
协调发展。发展全域旅游的最终目的是要
建立一个更加有品质、为人们所喜爱的旅
游地。

主持人：为什么要在当下提出这个理念？

曾 博 伟 ：全 域 旅 游 提 出 的 背 景 有 两 个
方面值得关注:一方面是旅游业自身发展
的背景，如今全域旅游超越景点旅游，最大
的变化是游客可能会重复去一个地方，这
样他就不能老是去那几个景点旅游，必然
会拓展到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旅游方
式的改变，以前是以团队为主，追求的是用
最少的时间去看最多的景点，而现在散客
旅游成了主体。

还有就是社会各个方面和旅游的结合更
为 紧 密 ， 这 就 是 国 家 旅 游 局 提 出 的 “ 旅

游+”的概念。比如说文化旅游产品、体育
旅游产品、生态旅游产品等，就是特定资源
加旅游市场。

主持人：记得当时我听到国家旅游局李

金早局长提出全域旅游时，就说过这个概念

真是“踩”着行情了。

魏 翔 ： 旅 游 是 一 个 逆 经 济 风 向 的 行
业，到目前为止宏观经济对逆风向的有 3 个
典型产业，即旅游休闲娱乐业、体育业和
文 化 产 业 。 我 认 为 全 域 旅 游 的 提 出 确 实

“踩”在行情上，如果是经济上行的时候，
旅游起不到这么大的作用。在经济下行的
时候，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消费领域，就是
内需能不能起来。打一个很直观的比方，
实 质 上 旅 游 产 业 就 是 消 费 领 域 的 房 地 产
业，所以全域旅游才能成为热点，相信它
一定能实现较快发展。

马晓龙：对于发展全域旅游的地方领导，
需要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域旅游是什么，
如果说仅仅理解为全空间的旅游，就是一个
资源观，仅仅把所有的地方都建成景区、酒
店，这肯定是不对的。需要从资源上进行统
筹，把他们纳入到全域旅游体系当中来；更重
要的是看能否调动区域内所有行政、市场、公
众服务等资源，服务于旅游业发展。全域旅
游的提出，虽“踩”着了行情，但并不一定能走
好行情。要根据各区域的具体实际去操作，
要因地制宜，突显个性。

主持人：发展全域旅游，钱是绕不

过去的话题。没钱的去哪里找钱去？有

钱的往哪里花最出彩？同时地方的同志

也关心，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政策怎么

能变成可用的真金白银呢？

曾博伟：钱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
题，开展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国家旅
游局也给予了一些支持政策。但指望国
家旅游局在全域旅游上有大量的资金支
持是不现实的，因此重要的还是立足于
通过发展全域旅游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
本。旅游业的竞争主体不单纯是政府，
也不单纯是企业，而是一个区域的整体
竞争，所以必须让政府、市场和社会各
方面力量整合起来。部委的资金只是导
向性的，仅靠这点资金推动全域旅游远
远不够。但是用全域旅游的发展理念，
有针对性做一些特色产品，把地方的旅
游环境改善，这才能持续带来经济收益
和释放旅游的正外部性，这是更长远和
重要的方面。

魏翔：在当今经济形势下，涉及全
域旅游，有三个密切相关的领域值得投
资：一是城市郊区公园的股权介入；二
是 娱 乐 科 技 ， 包 括 现 在 大 家 热 炒 的
VR，这些娱乐科技更多的是注入城市的
旅游休闲配套设施当中去；三是旅游地
产，它要做一个城市生活配套。只要这
些资本跨界旅游，发展全域旅游钱不是
问题。

马晓龙：目前，在公共服务设施配
置过程中，一般都是政府直接投资。当
然，如果政府没有钱做这个事情，也可

以用政府特许经营的方式和企业合作。
比如说自驾车营地，政府没有钱去投，
企业可以投，然后可以像高速公路一
样，给企业 30 年至 50 年的经营权。这
样，才能让更多的资本关注全域旅游，
从而推动我国旅游业的大发展。

发展全域旅游，每个地方都有自己
的做法。无论是城市景区还是乡村景
区，政府做的事情就是“放水养鱼”，由
企业自己发展。比如民宿，就是企业把
老百姓的民宿收集在一起，进行有价值
的改造，形成特色的接待酒店体系。现
在回头来看，它的城乡一体化程度非常
高，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发展旅游的意
识也较强。对于游客来讲，来到这个地
方，可以感觉到这个地方哪里都是旅游
的景区景点，对于那些有创业激情的年
轻人来说，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也能
找到创业就业的机会。

主持人：请各位专家给大家推荐几

个全域旅游可学习取经的地方？

曾博伟：比较突出的两个城市：一
个是杭州，一个是成都。比如杭州是一
个独立的旅游目的地，西湖、灵隐寺、
西溪湿地这些知名景区都统一在这个目
的地下。成都其实也一样，大家现在去
成都不一定去杜甫草堂、武侯祠，也可
能会去三圣花乡，去茶馆体验一下“蓉
式生活”，这样的地方其实已经很“全
域”了。

蔡红：浙江湖州和北京延庆。
马晓龙：江苏溧阳。
魏翔：江苏扬州和浙江绍兴。

文化挖掘至关重要
全域旅游像一个舞台，舞台只是一个背景和平台，特色化就是

舞台上的节目内容和演员，一个城市最大的亮点还是特色文化

全方位优化旅游资源
全域旅游不是一个新话题，之前有的地方已经作出有益的尝试。发展全域旅

游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更加有品质、为人们所喜爱的旅游地

积极理性引入资本

不唯指标 突出柔性
全域旅游是一种思想和模式，如果只是盯着示范区指标去看，很多地方政府很

难达标。发展旅游的目标，是让游客感受到旅游当中的美好，让当地百姓致富

全域旅游，作为一种理念，也作为旅游业发展方向，是今年的热点话题之一。什么是全域旅游？为什么要从景点

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如何推进全域旅游？更重要的是，很多读者想通过《经济日报》了解全域旅游的政策走向、可借

鉴经验做法及需要规避的问题。为此，本报组织了这期圆桌论坛——

指望国家旅游局在全域旅游上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是不现实的，

因此重要的还是立足于通过发展全域旅游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