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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皖北地区旅游业发展制约因素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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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皖北地区旅游业是安徽省旅游业发展的短板"要实现皖北旅游业快速发展就要深究皖北旅游业发展缓慢的症结所

在$本文选取淮北市作为调查点"从主客观方面分析了制约淮北市旅游业发展的因素并提出解决对策"以此为皖北旅游业发

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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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是低碳环保的绿色产业"该产业不仅经

济回报率高"而且能带动餐饮0交通0就业等诸多方

面的发展"对于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作用$因

而"安徽省当前在'大旅游(战略的指导下积极地发

展旅游产业"不断地向全国旅游产业强省迈进$然

而"皖北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是安徽省旅游业发展

的重点与难点之一"皖北地区虽然旅游资源丰富且

历史久远"但是旅游资源的开发程度低且发展缓慢"

成为安徽省旅游业协调发展的短板,

#

-

$因此"本文

选取了皖北城市之一淮北市作为研究对象"找出其

旅游业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并提出对策"对促进安

徽省旅游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淮北市发展旅游业的基础

淮北市旅游资源丰富"在自然资源上拥有南湖0

中湖0东湖风景区"龙脊山0相山与三大湖共同构成

环境优美的山水城市$在人文资源上"淮北市现有

B

处国宝级文物点"

#!

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点"

$C

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点"包括石山孜0临涣古城墙0

蹇叔墓0柳孜运河码头等历史文化遗址"文化旅游资

源的密集度在皖北地区排在前列$此外"美好乡村

榴园村与南山村又拓宽了淮北市乡村旅游资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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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丰富的旅游资源为淮北市旅游业的发展提

供了必要条件$

二"淮北市旅游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淮北市旅游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市委市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旅游业发展的支持力

度"出台了产业扶持配套政策"研究设立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扶持基金"从而使得淮北市旅游资源的档次

和品味有明显提升"当前有
D

级景区
$

处"其中
#

处
GD

级景区"

#

处
%D

级景区"

F

处
!D

级景区$

!"#B

年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
!?#%G

万人次"同比增

长
#F?#X

!旅游外汇收入
E!B?GB

万美元"同比增长

#FX

!接待国内游客
C!G?#

万人次"同比增长
#F?

!X

!国内旅游收入
GG?!B

亿元"同比增长
#F?!X

!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GG?C#

亿元"同比增长
#F?!X

"

但就整体而言"淮北市旅游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旅游经济规模小"在产业结构中占有率低"旅游资源

开发程度还处于低级阶段"旅游景区竞争力弱吸引

力小知名度不高"对淮北市经济发展的拉动能力相

对较弱$

三"淮北市旅游业发展制约因素

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发现"造成淮北市旅游业发

展缓慢的因素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一&客观因素

#?

区位-交通条件因素

%

#

&地理区位$淮北市位于安徽省北部"地处江

苏省0河南省0安徽省三省交界处"北与萧县0徐州市

相邻"东靠宿州市"南接怀远0蒙城两县"西连涡阳县

和永城县"与省会城市合肥距离较远"与皖南经济发

展较好的芜湖0马鞍山等城市相距更远$就地理位

置而言"造成旅游业发展存在以下不利因素#一是处

在三省交界处会使得当地文化认同感降低"旅游资

源同其他毗邻城市雷同"旅游资源开发难度大$二

是安徽省是我国的中部地区"地理位置上不如沿海

省份繁华"淮北市处在安徽省几乎最北端的位置"地

理区位偏僻一方面造成了淮北市'被边缘化("几乎

享受不到省内政策的红利"另一方面远离沿海经济

发达地区和省内经济较为发达的皖南地区"经济发

达地区往往是旅游的主要客源市场"这就意味着淮

北市的地理区位远离国内主要的客源市场$

%

!

&经济区位$同淮北市相毗邻的几个城市"除

了徐州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较好之外"其他都是属于

比较落后的经济区位"有的甚至低于淮北市经济发

展水平$纵观整个江苏省"苏北徐州市经济发展水

平还是比较落后的"对淮北市的经济带动能力弱$

例如"马鞍山近年来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就是东邻

南京浦口区"经济区位上看属于南京经济辐射区域"

是南京都市圈核心层城市$

%

%

&交通条件$任何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有一个

共同点"就是交通条件良好$随着时代的发展"以高

铁"高速公路为代表的高速交通是未来发展趋势,

!

-

"

而这却是淮北市旅游业发展的短板$铁路运输仍是

当前最主要的运输方式"在铁路上不如阜阳0宿州这

两市发达"京广"京九"陇海"等干线铁路等都绕开了

淮北"京九铁路线在皖北地区只经过阜阳"京沪0陇

海两大铁路干线呈'十(字状贯穿宿州市全境$阜

阳0宿州两市前几年就已经开通高铁路线"京沪高铁

经停宿州并处全线的'中点位置("淮北市预计到

!"#$

年
##

月方可开通高铁"但淮北坡里高铁站不

是高铁主干线上的站点"综合来看"淮北市交通条件

比较差"交通闭塞$

!?

社会经济环境

淮北市的综合经济实力较弱"在
!"#B

年全省

#B

个地市中淮北市
W<H

增长量位居全省倒数第

二$这是因为近年来随着煤炭市场的严重萎缩0煤

炭资源的枯竭"对淮北市这个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

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从
!"#!

年开始"淮北市经济

发展状况出现了停滞不前甚至是严重倒退的状况$

淮北市在
!"#B

年财政收入位居全省最低"成为全省

唯一一个财政负增长城市"财政收入低导致政府无

力投入足量的资金发展旅游业"旅游资源丰富与旅

游开发资金匮乏之间的矛盾成为淮北市旅游业实现

跨越式发展的巨大障碍$旅游业发展只单单依靠政

府投资建设显然不够"更需要社会资金的投入"但是

淮北市目前的旅游融资情况并不乐观$

%?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严重滞后

淮北市旅游资源虽然丰富"但是特色不明显"缺

乏稀缺的旅游资源"与周边城市相比旅游资源存在

雷同的现象$有些旅游资源"例如隋唐运河柳孜遗

址"虽然资源名声比较大"但是遗址损毁严重"赋存

状况少"有说头而没看头$

%二&主观因素

#?

认识偏差

旅游景区和公园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旅游景区

是游客到访目的地0参与旅游活动体验的理由和集

合购物场所的手段,

%

-

$旅游景区以盈利为目的"并

且只有通过景区内部的项目收费才能维持正常运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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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公园是指供公众游览0观赏0休憩0开展科学文

化及锻炼身体等活动的公共绿地"按照国家相关规

定公园不能向市民收取门票$因此"公园是纯粹公

共产品"不以盈利为目的$当前淮北市在虽然投入

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设旅游景区"但大多建设的

是公园"是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却不能够得到回

报$这种认识的偏差导致淮北市旅游产业的状况呈

现出是似有似无的特点"旅游产业尚未形成和发展

起来$

!?

旅游规划存在诸多问题

%

#

&旅游景区规划存在问题"实施效果不明显$

旅游要发展"规划要先行"旅游资源开发不能盲目的

去建设"更不能像补丁的那样去建设$淮北市在总

体旅游发展规划的基础上"一些地点也有相应的旅

游发展规划"但是有的重点旅游景区还没有规划到

位"例如龙脊山自然风景区"无论是其路面0景区环

境等都不理想$

%

!

&重点开发项目过多"精品不精$淮北市当前

规划的重点旅游项目过多"实施'遍地开花'式的开

发战略"旅游资源虽然开发建设的数量多但是质量

低"尚未建成一个能享誉国内的拳头产品$淮北市

旅游资源虽然丰富"但是从当前的财政状况来看"若

想同时把这些旅游资源做精做强还不太现实$发展

旅游业要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旅游资源再

多再好"也要逐个深入开发建设$例如阜阳市颍上

县"当地政府集中有限的力量专注打造八里河"八里

河响名以后再打造迪沟$

%?

旅游景区经营管理体制落后

在旅游区的发展运作中"旅游景区的所有权与

经营权0资源保护权0资源开发权决定了其布局0盈

利模式0管理方式等,

G

-

$这'四权(关系不同"旅游区

的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就不同$淮北市目前旅游景

区经营管理体制出现三大问题"一是多头管理"众多

行政单位拥有这旅游景区的这'四权("多头领导会

出现政出多门的乱象"同时缺乏市场化的管理机制"

一方面会导致政企不分"另一方面造成了旅游资源

的低效开发和运作$二是权责不对称$在经营推销

景区时"政府不主动打响旅游宣传!在经济收支上"

实行事业单位经营"不对景区进行经济扶持"要求景

区自负盈亏"却要其承担地方经济支柱的职责$三

是缺乏激励机制"在组织人事上"旅游景区管理机构

臃肿"出现人浮于事的现象$

G?

基础设施不完善

旅游比值是指游客从居住地到目的地所花费的

时间同在旅游景区游玩所花费时间的比值,

F

-

$旅游

比值越低人们越是期待到景区旅游"反之旅游比值

越高"游客在中途花费的时间越长"旅游景区的吸引

力就越低$当前淮北市现存的旅游景区"产品质量

低"可进入性差"不仅到各景区没有直达的旅游大

巴"而且各景区之间也没有联系$高铁的开通即便

方便了外地游客来淮北市旅游"但是市内交通依然

没有形成一个网络体系"交通不便$景区内基础设

施差"可享受的服务少"导致游客在景区的停留时间

短"难以满足现代旅游者'深度旅游(的目的$

F?

想象力贫乏!景区开发建设缺乏创意

淮北市目前旅游产品单一"多以传统的观光旅

游为主"景区创意水平低"一方面是因为景区对用创

意创新产品不够重视"另一方面有些景区还处于对

别人简单的模仿阶段$旅游景区若想吸引游客"就

必须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例如"焦作市在建

设开发云台山时"陷入有山无水的窘境"当地政府便

引入外县水源利用落差打造了被称为'亚洲第一高

瀑(的云台天瀑"极大的提升了景区品味$

四"促进淮北市旅游业发展的对策

#?

纠正认识偏差!加快旅游精品建设!发展特色

旅游

旅游景区的建设开发不能再仅仅停留在对资源

的浅开发与粗加工上"旅游景区重复性低水平的开

发建设只会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应当集中有限的旅

游发展建设资金"对旅游资源进行深加工"深度挖掘

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培育
#A!

个精品旅游景区"

精品是一个地区旅游形象的标志和龙头$只有精

品"才具有对区域内其他旅游产品的整合力0带动

力"才能对游客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吸引力$临涣古

城既有历史底蕴又有当地的特色文化"既能看到又

能吃到玩到"目前来看集中力量把临涣古城做成精

品是可行的,

B

-

$为此可本着'存古0复古0创古(的原

则和理念"由市县镇相关负责人带队到临涣进行走

访"同那些老人聊天"老人们口口相传古城的故事是

一部部动态的历史书籍"同时再查阅有关临涣本地

的历史资料"也可利用网络平台搜集临涣古城的老

照片"在此基础上"着力打造临涣古城$

!?

以招商引资为契机!畅通投融资渠道!创新旅

游景区运营管理体制

淮北市要出台更优惠的政策"优化投融资环境"

真正做到你发财"我发展$积极搭建旅游招商引资

平台"拓宽招商渠道"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大中型企业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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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主动向他们推荐淮北市重点旅游开发项目"洽

谈旅游投资合作"通过吸收民间资本以此带动旅游

项目的建设$另外"利用招商之便积极寻求同大型

旅游集团合作"把经营权交给企业去运作"出于盈利

的目的"旅游集团会对景区开发建设0产品包装推销

上做出比政府更精准的市场定位$

%?

树立人文服务理念!完善基础设施

现代旅游业的发展趋势不仅是旅游景区有特

色"同时还包括景区内部人文化的关怀$一方面"加

大对旅游交通服务设施的投入"完善市内交通网络

体系"设立旅游大巴方便游客出行$另一方面"加大

对景区内部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设"例如完善景区道

路"扩大停车场"保证游客自助饮水处的卫生"增强

应急救援能力0提升游客信息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

游客咨询0标识标牌等公共服务设施"体现人文关

怀"最大限度的满足游客的需求$

G?

树立创新意识!在景区的开发建设上充分发

挥想象力

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必须要有创新思维"才能

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例如"阜阳的八里河公

园"同样是公园但是景区内部却别有洞天"公园主题

各不相同"'世界风光(园区巧妙地微缩了世界名建

筑宙斯神庙0法国的凯旋门0荷兰风车0巴黎的圣心

教堂等("以苏式园林为主的'锦绣中华(项目游览区

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运用这种创新思维成功地打造

了八里河风景区$淮北市有隋唐运河遗址"可以借

此打造隋唐运河古镇"古镇还原隋唐时期的日常礼

仪风俗生活"让游客参与其中"通过这种体验式旅游

方式提高景区的吸引力$

皖北地区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淮北市作为皖

北地区旅游业发展较缓慢的城市"它的发展可以带

动皖北地区的发展"从而能有效改变安徽省当前'南

强北弱(的旅游业发展态势"有助于安徽省早日成为

旅游产业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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