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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空间开发是全域旅游发展的内在要求ꎬ尤其对物理空间相对有限的特色小镇

而言ꎬ创新、融合、拓展、提升旅游空间ꎬ对于破解区域空间资源瓶颈ꎬ实现“小空间大聚合”具有

显著意义ꎮ在全域旅游视阈下ꎬ文章以价值网络理论为指导ꎬ构建了包含逻辑起点、作用过程、空
间效果在内的旅游空间开发机理ꎻ并以浙江省特色小镇的实践经验为基础ꎬ以“旅游 ＋ 内容”和
“旅游 ＋手段”为主要方向ꎬ提出了三类旅游空间开发模式ꎬ即存量空间提升模式、增量空间挖潜

模式以及智慧旅游发展模式ꎻ在此基础上ꎬ文章从要素挖潜、要素集聚、要素耦合的角度着重思考

了旅游空间开发的具体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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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２０１６年１月ꎬ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提出ꎬ中国旅游要从“景点旅游”走向“全
域旅游”ꎮ经历了前期的发展理念形成和地方试点探索ꎬ我国全域旅游发展已大步迈入国家示范推进阶

段ꎮ全面落实全域旅游发展战略既是顺应当前旅游业消费潮流的一场重要变革ꎬ也是实现旅游供给侧改革

的一条重要路径ꎬ对旅游业的优化升级与提质增效具有深刻意义ꎮ在探讨全域旅游发展路径的理论研究

中ꎬ“旅游空间”一词常被提及ꎮ２０１６年３月ꎬ李金早局长在«全域旅游的价值和途径»一文中明确指出ꎬ发展

全域旅游ꎬ需要拓展区域旅游发展空间ꎬ培育区域旅游增长极[１]ꎮ唐德军(２０１６)也提出ꎬ全域旅游要契合

大众旅游时代的空间供给需求转变ꎬ为消费者提供更大尺度、更多样、更优美、更共享的旅游公共空间[２]ꎮ
由此可见ꎬ旅游空间开发是全域旅游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议题ꎮ创新、拓展、融合、提升旅游空间ꎬ对于破

解区域空间资源瓶颈、优化空间环境流量效应都有显著意义ꎮ
从实践角度看ꎬ以城市(镇)为全域旅游目的地的空间尺度最为适宜ꎮ作为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形态ꎬ

物理空间相对有限的特色小镇更需创新旅游空间开发的思路和模式ꎬ找到实现“小空间大聚合”的关键路

径ꎮ因此ꎬ本文以“特色小镇”为基点ꎬ从理论层面分析全域旅游视阈下旅游空间的构成肌理和开发机理ꎬ
从实践层面探讨旅游空间拓展的模式与路径ꎮ

二、 价值网络理论与旅游产业价值网络的研究综述

(一) 价值网络理论的基础性研究

价值网络理论(Ｖａｌｕ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是在信息革命和模块化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新兴战略理论[３]ꎮ该理论主

张具有不同核心能力的企业把各自的价值链连接起来ꎬ形成包含上下游企业、顾客及竞争者在内的关系网

络ꎬ从而共同创造差异化、整合化的客户价值ꎬ最终获取群体竞争优势、网络结构优势和抗风险能力[４] ꎮ从
该定义中可以解读出价值网络理论的三个关键环节:一是逻辑起点ꎬ始终围绕顾客需求(客户价值)ꎻ二
是作用过程ꎬ各主体之间相互联结合作ꎬ形成关系网络ꎻ三是产生效果ꎬ实现价值外溢ꎬ形成价值网络ꎮ
同时ꎬ价值网络创新架构主要包含三大要素:核心企业、节点企业和客户[５] ꎮ在关系网络中ꎬ由客户需求

激发形成价值网络创新的动力ꎬ核心企业掌握着关键资源与能力ꎬ协调、带动节点企业合作互补ꎬ从而

共创价值ꎮ
价值网络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企业层面ꎬ核心议题之一是企业价值网络的竞争

优势研究ꎬ周煊(２００５)指出ꎬ企业价值网络产生网络经济、规模经济、风险对抗、粘滞效应、速度效应这五

种基本的竞争优势效应[６]ꎮ余东华和芮明杰(２００７)认为ꎬ在模块化时代ꎬ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演进为企业

价值网络之间的竞争ꎮ企业价值网络是模块化的价值链ꎬ通过将传统的集合型价值链进行解构、整合和重

建ꎬ可以形成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价值网络ꎮ企业价值网络上的不同组织模块之间不断协作、创新ꎬ共享

资源优势和技术成果ꎬ实现新的竞争优势的创造[７]ꎮ陈占夺等(２０１３)则通过案例研究法ꎬ对复杂产品系统

企业如何利用企业价值网络获取竞争优势进行了规范系统的研究[８]ꎮ核心议题之二是商业模式创新研

究ꎬ王琴(２０１１)认为网络组织的价值创造逻辑已呈现“顾客价值创造与企业价值实现的分离”这一颠覆性

变化ꎬ这种变化使得诸多企业必须重构价值网络ꎬ改变交易内容、交易结构和交易方式ꎮ在此基础上ꎬ企业

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包括组合价值让渡推动、附加产品或增值产品推动、顾客分类、拓展网络参与者以及

逆向收入源推动等[９]ꎮ吴晓波等(２０１３)从现代服务业企业视角ꎬ识别了基于价值网络的六种商业模式ꎬ包
括长尾式商业模式、多边平台式商业模式、免费式商业模式、非绑定式商业模式、二次创新式商业模式、系
统化商业模式[１０]ꎮ核心议题之三是企业战略研究ꎬ吴晓波等(２００５)认为ꎬ企业进入战略联盟的倾向受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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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价值网络的重要影响[１１]ꎮ傅代国和田小刚(２００８)认为ꎬ网络经济使得企业价值创造逻辑从价值链转向

价值星系ꎬ新的企业组织形态和价值创造机制对战略成本管理提出新要求ꎮ在价值星系下ꎬ战略成本管理

应实施“源流管理”ꎬ以企业间的网络关系管理作为战略成本管理重点[１２]ꎮ此外ꎬ部分学者较为关注价值创

造与技术创新研究(余东华和芮明杰ꎬ２００８[１３]ꎻ吴晓云和张欣妍ꎬ２０１５[１４] )以及企业价值计量模式的探究

(董必荣ꎬ２０１２[１５])ꎮ
二是产业层面ꎬ其核心议题是产业结构的优化研究ꎬ李平和狄辉(２００６)认为ꎬ产业价值链以模块化为

特征正在进行重构ꎬ其核心问题是模块的价值决定[１６]ꎮ卢福财和胡平波(２００８)指出ꎬ在全球价值网络体系

中ꎬ中国企业处于价值创造的低端状态ꎮ中国面对“低端锁定”的博弈选择ꎬ需要破解国内消费市场结构与

规模、企业资金缺乏、企业心智模式与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多重障碍[１７]ꎮ宗文(２０１１)在全球价值网络语境

下ꎬ探讨了企业实现价值链条和价值网络协同发展的具体路径ꎮ其中价值链升级路径为企业从低端制造区

段向高端研发区段、营销区段和营运区段的升级ꎮ价值网络升级路径为企业从各区段价值网络层次的最低

端向模块供应商→系统集成商→规则设计商的升级ꎮ在此基础上ꎬ节点企业可以选择横向价值链升级模

式、纵向价值网络升级模式以及横纵混合升级模式[１８]ꎮ刘明宇和芮明杰(２０１２)从产业结构优化角度构建

了价值网络分工深化模型ꎬ并指出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重组建立自主发展型的价

值网络ꎬ从而突破“瀑布效应” [１９]ꎮ

(二) 旅游产业的价值网络研究

在旅游产业领域ꎬ价值网络理论也被用以重构旅游业价值网络体系ꎮ刘蔚(２００６)首先对旅游业价值

网络进行了界定:为满足旅游者的旅游需求ꎬ以旅游业中具有核心能力要素的企业为中心ꎬ与相关产业的

企业以各种纽带结合起来所形成的企业网络ꎮ指出旅游业的价值链关系以信息流动为核心ꎬ因此具备信息

优势的航空公司、饭店集团、旅游中介和旅游景区可以作为旅游业价值网络的核心企业ꎮ鉴于此ꎬ可以构建

以航空公司、饭店集团等为企业核心的价值网络ꎬ也可以以旅游中介为核心构建旅游价值网络ꎮ在旅游价

值网络构建过程中ꎬ要注意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ꎬ保障网络中各个参与企业的权益[２０]ꎮ在此基础上ꎬ
汤志伟和张会平(２０１０)将政府及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也纳入了旅游业价值网络ꎬ并将游客和旅游景区定位

为网络的中心节点ꎬ强调旅游信息的资源整合、共享和优化配置[２１]ꎮ
如上所述ꎬ旅游业价值网络的相关研究着眼于旅游业整体ꎬ基本构建了“以游客需求为基点、核心企

业为中心、相关企业为节点”的价值网络ꎬ并且强调企业主体协同合作产生的经济效应ꎮ而全域旅游概念

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赋予旅游业价值网络以“空间感”ꎮ厉新建(２０１６)指出ꎬ全域旅游是一个是有板块有

廊道的网状格局ꎬ通过“旅游 ＋ ”而不是“旅游含”ꎬ构建出一张网状的关系图ꎮ同时全域旅游的发展不再简

单围绕价值链展开ꎬ而是在整个产业群落的网状互动中提质增效[２２]ꎮ从这一层面上来说ꎬ价值网络理论与

全域旅游发展具有内在吻合性ꎬ全域旅游的网状格局是价值网络在物理空间上的呈现ꎮ全域旅游的价值网

络构建既可能产生因旅游企业合作创造的经济协同效应ꎬ也可能产生旅游要素耦合带来的空间拓展效应ꎮ

三、 基于价值网络理论的旅游空间开发机理

基于价值网络理论的三个关键环节和三大要素ꎬ在全域旅游视阈下ꎬ旅游空间的开发机理具备一个逻

辑起点即游客需求ꎬ一个作用过程即“旅游 ＋ ”ꎬ一个空间效果即空间网络(图１)ꎮ在游客多元化、品质化、
复合化需求驱动下ꎬ旅游目的地一方面需要不断丰富和增加旅游吸引物(核心旅游要素)ꎬ通过“旅游 ＋ ”ꎬ
将更多元素纳入到旅游体系中来ꎬ由此扩大了旅游景观空间ꎻ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交通、住宿、支持设施和

基础设施(节点旅游要素)ꎬ通过“旅游 ＋ ”ꎬ强化节点要素对核心要素的支撑ꎬ由此扩大了旅游活动空间和

环境保护空间ꎮ旅游吸引物借由交通等节点要素ꎬ实现吸引物之间的连点成线、连线成网ꎬ由此形成了立体

式的旅游空间网络ꎬ丰富了旅游空间的维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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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价值网络理论的旅游空间开发机理

　 　 １. 逻辑起点:游客需求ꎮＫａｔｈａｎｄａｒａｍａｎ 和 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０１)指出ꎬ价值网络是一种以客户为核心的价值

创造体系ꎬ并强调了价值网络的客户驱动性[２３]ꎮＡｄｒｉａｎ Ｓｌｙｗｏｔｚｋ(２０１０)也提出ꎬ价值网络的本质是围绕客

户价值重构价值链以实现客户整体价值最优[２４]ꎮ由此可见ꎬ客户需求激发是价值网络形成的起点ꎮ传统的

旅游需求在物质条件大幅提升的情况下ꎬ已经逐步进阶到“商、养、学、闲、情、奇”等新内容ꎮ旅游需求总体

规模的扩大、需求内容的多元和品质要求的升级ꎬ客观上驱动旅游形式更加多样、旅游内涵更加丰富、旅游

空间更加扩展ꎮ全域旅游发展的最终目的是给游客提供最优的旅游体验ꎬ给游客自由行走的权利和保障ꎬ
同时给居民带来惬意的生活和空间[２５]ꎮ

２. 作用过程:“旅游 ＋ ”ꎮ最早提出企业价值网络概念的 Ａｄａｍ 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ｅｒ 和 Ｂａｒｒｙ Ｎａｌｅｂｕｆｆ(２０００)
在其研究中重点强调了“合作”、“互补”、“共生”等概念[２６]ꎮ核心企业与节点企业借由群体协作响应和信

息技术整合ꎬ实现价值网络的联动运作[２７]ꎮ在旅游语境下ꎬ这种协作响应体现在核心旅游要素与节点旅游

要素之间的互动耦合ꎮＰｅａｒｃｅ Ｄｏｕｇｌａｓ(１９９５)提出ꎬ区域旅游供给的五大空间影响要素是吸引物、交通、住
宿、支持设施和基础设施[２８]ꎮ其中吸引物是核心旅游要素ꎬ其余四类属于节点旅游要素ꎮ要素内部与要素

之间的联动通过“旅游 ＋ ”得以实现ꎬ从而形成一张以游客需求为中心的关系网络ꎬ同时也是一张以合作

共赢为核心的价值网络ꎮ这一网络格局形成过程如下:第一步ꎬ要素挖潜ꎬ通过“旅游 ＋ 内容”ꎬ深挖旅游资

源的存量和增量ꎬ丰富旅游吸引物的类型ꎬ使得区域范围内有更多可看、可玩的景物ꎮ要关注传统旅游业之

外的其他要素ꎬ诸如利用农业、工业等产业资源发展农业旅游、工业旅游等ꎬ要关注临近地区旅游资源的

“飞地式”利用[２９]１ꎮ第二步ꎬ要素集聚ꎬ围绕核心吸引物ꎬ实现各类旅游要素的集聚ꎬ从而形成区域内的要

素群落ꎮ第三步ꎬ要素耦合ꎬ实现核心旅游要素之间的互补合作、价值共创ꎮ厉新建(２０１６)指出ꎬ全域旅游

是一个生态圈ꎬ强调共性ꎬ强调伙伴关系而非配置关系ꎻ是产权约束ꎬ强调共享性ꎬ不求所有ꎬ而是共

有[２２]Ｔ１３ꎮ重点加强产业耦合ꎬ打通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ꎬ提升多产业耦合过程中的价值溢出能力ꎮ第
四步ꎬ通过“旅游 ＋手段”ꎬ尤其是信息技术手段ꎬ实现交通、住宿、支持设施和基础设施的便捷化、智能化ꎬ
使得核心旅游要素之间有序链接ꎮ

３ . 空间效果:空间网络ꎮ王琴(２０１１)认为ꎬ网络结点间的关系作为一种资产ꎬ决定着价值网络的结

构以及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方向[３０] ꎮ在旅游语境下ꎬ旅游要素之间呈现一种空间关系ꎬ使得价值创

造的方向呈现为空间效果ꎮ一方面ꎬ“旅游 ＋ 内容”使得空间维度扩大化ꎬ例如“旅游 ＋ 创意”、“旅游 ＋
营销”ꎬ使原有旅游空间的存量得到提升(纵向深耕)ꎬ或者开放社区、校园等区域ꎬ将生态、生产和生活

空间发展成为旅游空间ꎻ“旅游 ＋ 工业”、“旅游 ＋ 农业”、“旅游 ＋ 文化”ꎬ使产业园区、田间地头、文化礼

堂等增量空间得到挖潜(横向拓展)ꎮ区域范围内ꎬ旅游内容愈加丰富ꎬ旅游空间体系也不断扩大ꎮ另一

方面ꎬ“旅游 ＋ 手段”使得空间有序化ꎬ旅游活动空间、旅游景观空间、环境保护空间等多类空间实现功

能互补、井然有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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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于价值网络理论的旅游空间开发模式:以浙江省特色小镇为例

基于价值网络理论的旅游空间开发思路是做好“旅游 ＋ ”文章ꎬ充分利用一切可用、能用的资源要素

来延展旅游空间的广度和深度ꎬ这种开发理念对于物理空间相对有限的特色小镇意义更为显著ꎮ为适应经

济新常态ꎬ破解浙江经济的空间资源瓶颈、有效供给不足、高端要素融合不够等问题ꎬ浙江省委省政府于

２０１５年推出了“特色小镇”发展战略ꎬ全面启动建设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兼
具旅游与社区功能的特色小镇ꎮ在旅游功能方面ꎬ«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

见»明确指出ꎬ每个特色小镇需打造成３Ａ 级景区ꎬ旅游特色小镇需打造成５Ａ 级景区ꎮ如何深挖小镇的旅游

资源ꎬ实现有限空间内综合效益的最优化ꎬ这对特色小镇特别是产业类小镇例如地理信息小镇、机床小镇、
基金小镇等都提出了挑战ꎮ

多元旅游要素的合作互补创造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价值ꎮ本文认为ꎬ旅游空间的开发应以区域资

源为基础ꎬ在清晰的旅游主题和定位下选择旅游元素挖潜或旅游元素植入ꎮ基于旅游空间开发机理和浙江

省特色小镇的实践经验ꎬ本文以“旅游 ＋内容”和“旅游 ＋ 手段”为方向ꎬ提出了三大类旅游空间开发模式

(表１)ꎮ
表１　 基于价值网络理论的旅游空间开发模式

旅游空间开发方向 具体开发模式 核心内容

方向一:旅游 ＋ 内容

存量空间提升模式

(纵向深耕)

增量空间挖潜模式

(横向拓展)

旅游 ＋ 项目

旅游 ＋ 营销

生产空间融入旅游空间

旅游 ＋ 工业ꎻ旅游 ＋ 农业ꎻ旅游 ＋ 商务等

生态空间融入旅游空间

旅游 ＋ 生态等

生活空间融入旅游空间

旅游 ＋ 文化ꎻ旅游 ＋ 社区等

方向二:旅游 ＋ 手段
智慧旅游发展模式

(空间有序)
旅游 ＋ 信息技术

(智慧交通、智慧设施等)

１. 存量空间提升模式ꎮ该模式以区域内现有旅游空间为基础ꎬ侧重通过丰富旅游项目、创新旅游营销

等方式ꎬ提升现有空间的旅游效益产出ꎮ以湖州市安吉县“大年初一”风情小镇为例ꎬ该小镇通过旅游业态

的创新和旅游项目的策划营销ꎬ实现了乡村旅游的“升级”ꎬ成为乡村度假游的新样板ꎮ在旅游项目策划和

营销方面ꎬ该小镇业已引入酒吧街、中华传统美食城、特色文化体验街等新业态ꎬ同时加入房车露营、全地

形车俱乐部、隐居西湖和安吉鸟巢等高端民宿以及有机蔬菜园等旅游配套项目ꎬ通过“国际３Ｄ 魔幻艺术

展”活动ꎬ吸引了大量游客的目光ꎮ在景区住宿方面ꎬ该小镇以明清古建筑、合院式建筑设计为轴ꎬ建设形

成包括多层客栈、低层合院、临水别墅、精品主题客栈、青年旅舍等在内的乡村酒店聚落ꎮ在旅游时间设计

方面ꎬ该小镇设置了白天的“车队体验游”、夜晚的“驻地休闲游”ꎬ使旅游体验更加多元化[３１]ꎮ
２. 增量空间挖潜模式ꎮ该模式通过旅游要素的挖潜、集聚和耦合ꎬ构建以旅游功能为核心的多元价值

网络ꎬ将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融入旅游空间ꎻ同时各个产业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有效融合ꎬ使旅游业成为

该区域空间内产业融合的“触媒”和“融头” [２９]２ꎮ以嘉兴市嘉善县巧克力甜蜜小镇为例ꎬ该小镇以甜蜜为旅

游主题ꎬ融合巧克力、水乡、花海、温泉、农庄和婚庆等六大旅游元素ꎬ逐步形成了“旅游 ＋ Ｘ”(工业、农业、
文化、休闲)的旅游空间开发模式ꎮ在“旅游 ＋工业”方面ꎬ该小镇引入瑞士巧克力制造机器与项目ꎬ面向市

场生产销售巧克力产品ꎮ与此同时ꎬ建立斯麦乐巧克力工业旅游示范区ꎬ实现巧克力生产流水线的公开化、
可参观化ꎬ从而将工业生产空间发展为旅游空间ꎮ在“旅游 ＋ 农业”方面ꎬ该小镇挖掘杜鹃花(县花)元素ꎬ
依托“碧云花海”项目ꎬ将农业生产空间发展为旅游空间ꎮ同时鼓励当地居民积极种植杜鹃花ꎬ在旅游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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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同时带来了社会效益的增加ꎮ在“旅游 ＋文化”方面ꎬ该小镇着重挖掘巧克力文化内涵ꎬ通过建立歌斐

颂巧克力主题园区ꎬ引入了多项巧克力风情文化体验活动ꎬ同时积极打造婚庆蜜月度假基地和文化创意产

业基地ꎬ将文化生活体验空间发展为旅游空间ꎮ在“旅游 ＋ 休闲”方面ꎬ该小镇充分利用温泉、山水等自然

资源开发旅游休闲项目ꎬ依托云澜湾温泉休闲度假园区、十里水乡休闲配套区ꎬ将生态空间发展为旅游空

间ꎮ此外ꎬ小镇的旅游功能开发以当地自然乡村田园风光为背景ꎬ保留原始水系和原始风貌ꎬ充分考虑了环

境保护空间的预留ꎮ
３. 智慧旅游发展模式ꎮ该模式侧重应用信息技术手段ꎬ实现旅游交通、设施等要素的智能化ꎬ从而促

进旅游公共空间的拓展ꎮ以杭州市丁兰街道智慧小镇为例ꎬ该小镇在智慧产业基础上ꎬ积极将智慧项目应

用于景区管理和社区管理ꎮ在智慧景区方面ꎬ该小镇设置多个智慧接点ꎬ在游客中心和主入口实现无线网

络全覆盖ꎻ同时为登山游客提供可穿戴设备、ＲＦＩＤ 射频识别和云计算技术ꎬ帮助游客智能规划多条登山路

径ꎮ在基础设施方面ꎬ该小镇将治安交警、城市管理、河道水质、森林防火、景区管理、小区物业、移动平台等

监控探头和感知设备ꎬ全部纳入“监控云”ꎬ建立基础信息“集中研判 － 分级共享 － 智慧调度”的联合管理

模式ꎬ探索城市大数据的协同管理[３２]ꎮ

五、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ꎬ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ꎬ旅游空间开发是全域旅游发展的内在要义ꎬ尤其对物理

空间有限的特色小镇而言ꎬ充分发挥其旅游功能的关键在于找到实现“小空间大聚合”的有效路径ꎮ其次ꎬ
特色小镇在物理形态上是一个空间综合体ꎬ而其实质是一个价值网络体ꎬ用价值网络理论指导特色小镇开

发ꎬ有利于实现旅游空间的多维度拓展ꎮ第三ꎬ基于价值网络理论的旅游空间开发在内在机理上ꎬ由逻辑起

点、作用过程和空间效果这三个环节构成ꎬ围绕不断升级的游客需求ꎬ特色小镇需要持续深化“旅游 ＋ ”ꎬ
挖潜、集聚各类旅游要素ꎬ实现要素间的耦合互动和价值共创ꎬ从而丰富特色小镇的旅游内涵ꎬ推动旅游空

间的有序化和延展化ꎮ第四ꎬ特色小镇应以“旅游 ＋内容”和“旅游 ＋手段”为主要方向ꎬ探索符合自身旅游

空间开发规律的模式ꎬ包括存量空间提升模式、增量空间挖潜模式和智慧旅游发展模式ꎮ在具体的开发策

略和保障上ꎬ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着手展开:
１. 加强旅游用地科学规划ꎬ强化旅游空间规范管理ꎮ首先ꎬ在发展理念上ꎬ要树立长期、科学、可持续

的旅游空间开发观ꎬ遵循绿色发展理念ꎬ在旅游定位上“去功利化”ꎬ在项目选择上“去盲目化”ꎬ在发展方

式上去“去粗放化”ꎬ在发展速度上“去急躁化”ꎮ同时ꎬ将旅游空间开发深度融入全域旅游发展战略中ꎬ切
实根据区域空间发展需要和能力因势利导ꎬ有先有后、优化布局ꎻ无缝衔接全域旅游的总体要求ꎬ融入区域

整体旅游开发ꎻ在布局、功能、线路上做到互补协同ꎬ在旅游线路设计、基础设施共享等问题上协同发展ꎮ其
次ꎬ在旅游用地规划上ꎬ要推进“多规合一”ꎬ充分对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区域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等ꎬ制定科学合理的旅游用地统一规划ꎬ在规划中明确旅游相关用地空间和性质ꎮ要以国土资源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国家旅游局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旅游业发展用地政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指导ꎬ
加强对旅游项目建设用地、文物设施利用、旅游新业态用地等的统筹利用ꎬ进一步细化有关土地使用和供

给方式的相关细则ꎬ落实旅游项目、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供给方式、管理方式和使用方式[２]ꎮ在
旅游空间管理上ꎬ一方面要以«意见»为指导ꎬ明确各类旅游空间的管控细则ꎬ加强空间管理制度化建设ꎻ
另一方面要落实专项空间建设和管理的责任单位ꎬ各职能部门之间要加强协同合作ꎬ实现旅游空间的合理

开发与利用ꎮ
２. 深挖旅游资源特质基因ꎬ创新旅游空间开发模式ꎮ旅游空间的开发应以游客需求为起点ꎬ以保障环

境保护空间为前提ꎬ以“旅游 ＋ ”为导向ꎬ以特色旅游资源为基础ꎬ探索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旅游空间开发

模式和网络格局ꎮ摒弃各地旅游空间开发“一刀切”模式ꎬ加强分类指导、分类发展ꎮ首先ꎬ对于旅游资源基

础和产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地区ꎬ重点加强核心旅游要素的挖潜和节点旅游要素的整合ꎮ以特色小镇为例ꎬ
旅游小镇可以注重创新“旅游 ＋ ”发展模式ꎬ鼓励尝试“旅游 ＋异域风情”、“旅游 ＋ 健康”、“旅游 ＋ 地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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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等元素ꎬ同时注重应用整合营销的传播模式ꎻ产业类小镇注重创新“产业 ＋ ”发展模式ꎬ鼓励尝试“工业

历史 ＋旅游”、“智造 ＋旅游”、“金融 ＋旅游”等元素ꎮ其次ꎬ对于旅游资源基础相对较为薄弱的地区ꎬ应该

重点加强区域旅游空间开发建设中旅游元素的全过程植入ꎬ从旅游特色定位、旅游项目设计和招商、项目

建设与落地、项目实施与维护等方面ꎬ全方位思考旅游要素的植入方式ꎮ以特色小镇为例ꎬ对于旅游关联度

较低的特色小镇旅游开发ꎬ应加强该类小镇的智库指导和政策倾斜ꎬ鼓励该类小镇学习国外特色小镇模

式ꎬ例如美国硅谷小镇、格林尼治对冲基金小镇等ꎮ鼓励该类小镇走“创意设计 － 商务休闲 － 时尚游娱”、
“乡村休闲 －文创体验 －工业旅游”、“产业集聚 －商务休闲 －生活驿站”、“设计研发 －装备制造 －工业旅

游”等创新的旅游空间开发模式[３３]ꎮ
３. 深化“旅游 ＋ ”功能叠加ꎬ推进“小空间大聚合”ꎮ要有效把握区域旅游空间开发中各项功能之间的

平衡ꎬ深化功能聚合程度ꎬ一方面有效形成各类旅游专项功能区ꎬ以保障旅游空间供给ꎻ另一方面ꎬ有效协

同旅游空间与区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动态平衡ꎬ以保障旅游空间有序ꎮ一是叠加好“旅游 ＋ 产业”功
能ꎮ以特色小镇为例ꎬ传统产业类小镇(如越城黄酒小镇)可以系统梳理产业发展的历史元素和产业特质ꎬ
开展以参观、体验、学习为主题的旅游活动ꎮ新兴产业类小镇可以注重开发以交流、游学、会展、展销等为主

题的旅游活动ꎬ例如金融类小镇通过开展高峰论坛、国际性高端研讨会等ꎬ形成国际国内有影响力的品牌

活动ꎬ并利用会议效应实现旅游发展ꎮ二是叠加好“旅游 ＋ 文化”功能ꎮ要深挖地区文化元素ꎬ开发旅游文

化产品ꎮ以特色小镇为例ꎬ旅游类小镇要注重挖掘本地的自然生态文化、人文社会文化ꎬ并通过文化体验活

动、文化产品等方式将特色文化传递给游客ꎮ产业类小镇要注重创新文化元素的导入ꎬ例如加强时尚设计

产业的文化创意元素ꎬ营造金融类小镇、创业类小镇开放共享的创业文化氛围ꎮ三是叠加好“旅游 ＋ 社区”
功能ꎮ一方面要积极吸纳地区剩余劳动力到旅游项目建设中来ꎬ提供各类岗位ꎬ提升旅游空间开发过程中

的社会效益ꎻ另一方面要实现“主客共享”ꎬ优化景区的生态环境、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ꎬ鼓励当地居民以

开放的心态融入旅游开发中ꎬ推动“社区景区化”ꎮ
４. 加强智慧信息技术应用ꎬ完善旅游公共空间配套ꎮ要加强旅游空间开发过程中的“智慧嵌入”ꎬ充

分发挥智慧化基础设计在旅游行业秩序监管、旅游数据收集分析、旅游安全监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ꎬ通过

智慧化品质服务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现代化的旅游体验ꎮ同时要加强信息技术在公共交通配套、公共信息配

套、旅游安全配套以及公共环境配套建设的应用ꎬ构建智能的、完善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ꎬ拓展旅游公共空

间ꎮ在交通设施方面ꎬ要强化区域之间、景区内部的交通对接ꎬ完善旅游引导标识系统ꎬ通过街区、走廊、索
道等景观廊道的建设ꎬ利用自驾车、低碳自行车、缆车等多种交通方式的组合ꎬ串联区域内各旅游项目、景
观景点ꎬ着力打造立体式的区域交通网络ꎬ形成快速便捷交通圈ꎮ在信息服务方面ꎬ要加快旅游咨询中心、
旅游呼叫中心和旅游在线咨询平台建设ꎬ建立起完善的旅游咨询服务体系ꎮ利用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完善在

线咨询服务功能ꎬ提高投诉咨询快速响应能力ꎮ在住宿餐饮方面ꎬ要加快旅游住宿、餐饮接待设施的多元化

发展ꎮ此外ꎬ要加强区域景点之间进行市场共享、游客互送、景区开发、线路开发等多方面形式的合作ꎻ开通

临近街区之间、热门景区之间的旅游专车或旅游穿梭巴士ꎻ对于同一主题线路上的旅游景区ꎬ鼓励实行联

票机制ꎬ在景区与景区之间通过旅游巴士、骑游绿道、自驾车等多种形式对接ꎬ同时做好景区之间的景观廊

道以及购物、餐饮、住宿、休闲等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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