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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的旅游城市化发展模式研究


———以大连市甘井子区为例

李欢欢，李雪铭，解　鹏，杨　俊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９）

　　摘　　　要：随着城市空间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边缘区域自然成为城市化扩展和蔓

延的首要站点和承接地［１］。甘井子区作为大连市西部主城区同时又处在城市的边缘区，是

连接核心城区与旅顺、金州、开发区等的纽带，是大连城市空间拓展的重要环节。以大连

市甘井子区为例，从地理学综合分析的角度，运用文献分析法结合甘井子区城市化及旅游

业发展现状，对其旅游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对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为相类似地区的城市规划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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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能有效地刺

激商业、房地产、娱乐、饮食等服务行业的发

展，从而促进城市化进程［２］。旅游业已成为国

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旅游业的发展已成为促进我国城市化发

展的重要力量，旅游城市化已逐渐成为多元城

市化道路的一种模式［３］。旅游作为城市化的一

种动力，在城市化的各个阶段都起到重要的作

用，它可作为城市化的原动力，使城市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使其发生质的飞跃。后工业化

时代特征的城市现代化体现在城市能提供一个

充满个性化和田园化的人居环境［４］，旅游业的

发展形成了宜居氛围，创造了优秀的软硬件环

境，在接下来的城市化进程中，吸引产业进驻，

与传统城市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５］。大连是著

名的旅游城市，依托良好的城市旅游发展基础，

甘井子区进一步推进大连西城国际旅游商务区

的建设，短短几年间，将原来的荒蛮的大连西

郊地区建设成为现在城市景观显著的大连西城。

旅游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１　旅游城市化概念及内涵

国内对于 “旅游城市化”的研究正式起

步于２０００年，目前研究的主题集中在旅游产

业、旅游景观、乡村旅游发展、旅游发展与

城市化的关系方面。实证研究主要是旅游业

较发达或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或地区，如长

三角地区、深圳、上海、桂林、大连、三亚

等。对 “旅游城市化”有较深入研究的地理

学专业学者主要有陆林、黄震方。由于研究

仍处于探索初期，研究多集中于 “旅游城市

化”概念及现象的描述和阐释，旅游城市化

的类型或模式及其形成演变机制的探索，旅

游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等，尚未形成

系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旅游城市化”的概念由 Ｍｕｌｌｉｎｓ提出，

１９９９年古诗韵和保继刚首次将这一概念引入我

国，Ｍｕｌｌｉｎｓ认为城市旅游引导着一种新的不同

寻常的城市化类型，是为了消费而建立的。这

提供了 “城市如何通过旅游业的带动得到发展”

新的概念化的理解［６］。

国内众多学者也从不同的学科专业和研

究角度，对 “旅游城市化”这一概念及其内

涵进行了界定。笔者较赞同旅游城市化是把

旅游作为一种推动人类社会的经济转型、社

会变迁和文化重构的动力来推动区域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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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过程和现象，内涵包括城市的景区化

和景区的城市化这一观点。所谓城市的景区

化，是指由于旅游的发展使得城市内部景区

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

高，城市自身环境逐渐改善、美化的发展趋

势；所谓景区的城市化，是指由于旅游的发

展，带动景区及其周边地区出现的城市化现

象，包括乡村城市化和由于旅游资源的不合

理开发造成景区出现大量的旅馆、商业区等

的城市面貌的建筑物。旅游城市化理论揭示

了旅游与城市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旅游

催生城市，城市成就旅游；旅游促大城市，

城市壮大旅游；旅游提升城市功能，城市功

能彰显旅游特色［７］。

２　旅游城市化的模式

陆林认为不同类型的城市，旅游城市化有

不同的特点，他将旅游城市化的类型分为：专

门旅游城市的旅游城市化，转型城市 （老工业

城市、新兴城市）的旅游城市化、综合性城市

的旅游城市化［８］。李鹏从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角

度将旅游城市化发展模式分为３种：① 黄山模

式，主要是指为城市活动提供支持的城市，城

市化的过程中旅游区域内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加；

② 曲阜模式，旅游区内城市规模在原有基础上

逐渐增大的现象；③ 以武陵源为代表的旅游景

区景点的城市化模式［５］。

侯兵等将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归纳为３

个层次、８重动力
［９］：① 微观动力。包括：农

民生活质量需求的提升；劳动力、资本、技术

等要素流动加快；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

地的复合效应。② 中观动力。包括：农村工业

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国际化的要求；政策

与措施的推动。③ 宏观动力。包括：国民经济

的增长；农村经济发展。

黄震方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分

析了发达地区旅游城市化现象及其形成的动力

机制［１０］；吴国清认为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发

展模式是 “多核心＋网络化”，对长三角区域旅

游一体化发展中上海、南京、杭州的城市旅游

互动进行了实证研究［１１］。

３　实证分析

３１　甘井子区发展概况

甘井子区，是辽宁省大连市的一个市辖区，

位于大连市西部和西北部的城乡结合部，呈马

蹄形环抱市区，面积５０２ｋｍ２，下辖１５个街道。

甘井子区东北与金州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接壤，南与沙河口区为邻，西南与旅顺口区毗

邻。东、南临黄海，北濒渤海。由于受自然地

形地貌的影响以及城市开发建设的历史原因甘

井子区的开发建设程度不及其他几个区。为落

实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国家战略的重要举

措，大连市政府提出，通过综合配套改革，重

点要将甘井子区建设成为大连市 “现代化国际

化中心城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西城

国际旅游商务区作为甘井子区里体现大连功能

国际化的重点城区。

为顺应大连市在全域城市化进程中将一系

列重要城市功能布局在甘井子区的要求，甘井

子区已建设了大连体育新城、大连生态科技创

新城、大连湾临海装备制造业聚集区、大连北

部商业区、大连空港商务区、大连西城国际旅

游商务区等六大功能区，形成 “两城四区”布

局 （图１）；同时改造升级老城区。全域大开发、

大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甘井子区城市化发展。

图１　甘井子区组团式发展布局

甘井子区红旗街道，辖区面积８３ｋｍ２，其

中６８ｋｍ２ 的区域被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大连西郊

国家森林公园，并确定为 “大连西城国际旅游

商务区”。红旗街道发展规划及目标：２０１３年以

前，把大连西郊国家森林公园建设成国家５Ａ级

风景区、国际旅游商务区，成为大连市国际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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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国际会议、国际赛事的重要承接地，总部

经济集聚发展区；２０１５年即 “十二五”期末，

全面打造 “印象大连”，把红旗街道建设成最具

生态魅力、发展活力、持久竞争力，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的、中国式的 “达沃

斯”“蒙特勒”等世界知名小镇。目前，该区已

有西郊国家森林公园、红旗谷高尔夫球场、绿

山高尔夫练习场、英歌石植物园、林海滑雪场、

欢乐雪世界、成园温泉山庄、红旗足球公园等；

东北最大的亚力山大会所；西郊乡村体育俱乐

部、红旗谷国际运动俱乐部、太阳城堡酒店等

高端旅游项目。正在规划建设奥林匹克小镇、

西郊湿地公园、印象大连等新项目，逐渐形成

休闲、温泉、观光农业、运动、文化、高端商

务会议等六大系列旅游产品。其中：大连西郊

乡村体育俱乐部，占地面积１００万ｋｍ２ 余，投

资金额３．５亿元，集餐饮、客房、康乐、健身、

会务接待于一体。红旗谷国际俱乐部，占地面

积３００ 万 ｋｍ２ 余，投 资 金 额 １５ 亿 元，其

３万ｋｍ２ 余的高档会所和五星级乡村酒店，可

承接国际旅游、国际会议、国际赛事。欧式复

合型超五星级精品酒店的太阳城堡酒店，建筑

面积５万ｋｍ２，计划投资７亿元，建成中国最前

卫、最浪漫的城堡主题酒店。“印象大连”———

樱花谷湿地公园项目，占地面积３０万ｋｍ２，与

太阳城堡酒店毗邻呼应，是一个集生态、休闲、

旅游、节庆、婚庆于一体的欧洲风格主题活动

公园和景观花园，也是中国第一个生态型节日

公园，将极大地提升大连国际化城市功能和高

端旅游的品质。刘家景区景观路和景观湖，将

被打造成我市最具代表性的精品景观路和低碳

照明示范路，为高端产业发展铺就平台。

３２　甘井子区旅游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发展模式

旅游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在以旅

游为连接方式的城乡两级间，物资、资金、人

力、信息等各方面能量在这个系统里面不断交

换转移。旅游经济一旦注入乡村并成为主导经

济，就打破了乡村在传统农业经济下村落所维

持的相对封闭和稳定的状态。随着道路交通、

景区景点建设城市景观开始蔓延；逐步确立旅

游形象，打造旅游品牌，吸引大连市区及外地

休闲旅游者，激活商业、销售、租赁、宾馆、

旅游房地产发展，相应的关联产业出现。一方

面传统的农业区向观光农业、商务休闲度假区

转变，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拉动就业

（解决当地人口就业问题），随着城市管理及配

套设施医疗卫生服务、养老等社区功能进一步

完善，最终城市景观形成。甘井子区旅游城市

化动力机制及发展模式如图２、图３所示。

图２　城市化动力机制

图３　发展模式

３３　旅游城市化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

３３１　注重人居环境改善，体现人文理念

国家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城市边缘

区的人居环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１２］，甘井子区

旅游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对人居环境

的改善。从城市化进程中甘井子区的景观结构

变化来看，随着大连城市化的推进，甘井子区

土地利用的农业景观和未利用景观大量减少，

尤其是未利用土地景观，而建设用地尤其是城

镇及独立的工矿建设景观大幅增加，这使得景

观内部的组成变得相对单一，个体景观单元或

要素间的流动受阻，这不仅对生态稳定性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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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也对人居生态环境产生严重的影响［１２］。

如何在快速城市化和海量城市建设过程中，既

兼顾到城市的功能性，又能很好保护和塑造城

市景观生态性和文化性，是人居环境研究中必

须深入挖掘和思考的问题［１４］。

３３２　明确管理机构，处理好利益分配问题

旅游的发展依赖于基础设施的投入，基础

设施的建设不仅影响着旅游发展的可能性和规

模，也决定了旅游的收入分配［１４］。因此，大连

西城国际旅游商务区景点景区在开发建设初期

各级政府部门、运营开发商、当地居民等各利

益主体间应有明确的权责划分，这也是旅游城

市化顺利实现及后期良好的运营管理的基础。

景区景点是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应

顾及当地利益，避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发

生本地人不断被边缘化的情况［１５］。景区的开发

与规划要充分考虑居民居住点与景区的关系，

随着外来旅游从业者的加入，集中起来形成新

的社区。在旅游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作

为城市发展建设的调控者，不能只注重经济的

发展而忽视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环境效应，

应避免，牺牲群众利益，违规占地，劈山毁林，

破坏环境行为的发生，政府部门应合理规划，

引导当地居民参与到城市化的发展建设中来。

３３３　完善旅游信息化服务系统

甘井子区大连西城国际旅游商务区以打造

中国的 “达沃斯”、强化国际交流、休闲度假和

生态功能的高端商务区为建设目标，功能完善

的旅游信息化服务系统的搭建必不可少。目前

来看，该区域相关旅游信息只能从相关报道及

旅游政务网站获得，尚未形成系统化的交流平

台，不能为旅游城市化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我国旅游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信息化专

项规划中，提出智慧旅游示范工程的建设。即

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城市、乡镇、景区等各级旅

游目的地，开展以智慧旅游为主题的旅游信息

化工程建设与评选示范。大连西城国际旅游商

务区应该抓住这一契机，在发展之初就注重旅

游信息系统的建设，着力打造当地的智慧旅游

信息系统，及时将当地旅游发展信息纳入整个

大连市旅游信息平台，无疑将极大地推动区域

的城市化发展。

３３４　旅游城市化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以人为本的运行理念应该贯彻在整个旅游

城市化发展的全过程，大连西城旅游商务区定

位为高端旅游商务区的同时应该注重多层次休

闲游憩空间协调建设，为当地城市居民提供更

多的休闲游憩选择，明确未来美好的城市环境

是为更多的人享受而非更多的富人享受，这是

关系到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

此外，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创

新在旅游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１５］。随着体验

经济时代的来临，参与性旅游项目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较之传统的观光旅游更强。大连西城旅

游商务区，其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对当地城市

居民就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作为滨湖和森林

综合旅游资源区，如何成为大连滨海旅游产品

之外的又一亮丽的城市名片，吸引更多的外地

游客，这就需要旅游项目开发建设中融入更多

的开拓创新。

４　总结

大连甘井子区西城国际旅游商务区旅游城

市化发展过程可以总结为３个阶段：初期市场

经济自组织阶段；前期政府主导，市场辅助阶

段；后期的市场运作，政府协调阶段。初期由

于城市居民近郊游的出现，由近郊地区自身发

展的需求带动了分散、不成规模的农家乐的发

展；前期通过一系列的政府发展规划、政策的

引导以及大连资金的投入，完善了郊区基础设

施的建设，这一时期政府及政策的力量是主导，

城市景观开始蔓延；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及部

分景点景区的建成，政府逐渐转变到协调管理

的角色，整个旅游城市化发展开始按照市场规

律来运作。城市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展，这一时

期随着外来旅游从业者的涌入和旅游者所形成

的旅游流的冲击，一方面城市人口开始增加，

当地政府和居民较之城市化建设以前都开始逐

渐发生质的变化，政府职能、居民生活方式和

观念、经济结构在不断转变。目前，这一区域

的发展已经开始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城市景

观明显。甘井子区旅游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具有

推广和借鉴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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