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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旅游网络化发展
———以桂林旅游圈为例

黄月玲，林　刚，伍　进
（桂林工学院 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区域旅游网络化是在分工与协作的前提下，一定区域旅游产业活动主体通过各种通
道和相互作用形成的关联系统．提出了旅游网络化包括的具体内容，即应形成区域范围内交
通、产业、企业、市场以及组织等各方面的网络系统，从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分析了这种区

域旅游网络化形成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不断完善旅游市场管理体系，在网络化发展的初

级阶段，政府必须进行引导并适当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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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旅游业的不断发

展，区域旅游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所谓区域旅游，
是指旅游的主体不再以点、线旅游为主，而是以

一定区域范围为单位，来接待旅游者和组织安排

旅游活动，是特定空间发生的旅游活动及其经济

关系的总和［１］．区域旅游是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产物，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旅游结构［２］．具体来
说，区域旅游是以客源集中的中心城市或名胜风

景旅游点为依托，根据区域内的旅游资源、交通

条件、行政区划等因素，按旅游经济活动规律，

全面安排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景点和旅游设施的

建设及旅游商品的生产和供应，从而取得理想的

经济效益和促进大旅游发展的一种格局．
区域旅游涉及的地域范围广泛，其发展是一

个相对复杂的过程．区域范围内各区域单元之间
的协作与联合发展，是区域旅游发展的关键．笔
者认为，以协作与联合为基础的旅游网络化发展，

是区域旅游形成有序发展系统的理想途径．旅游
网络化包括３层含义：区域空间旅游经济联系的
“通道”、“组织”和 “系统”，即借助交通、通讯

等 “通道”连接各节点 （旅游景点、旅游区、发

展旅游的独立行政区域等），充分发挥区域内 “组

织”（政府、协会）作用，使区域旅游业构成一个

纵横交织、竞争与协作关系紧密的运行 “系统”．
本文以桂林为例，探讨区域旅游网络化形成的基

本内容和过程．桂林区域旅游范围包括桂林市区
及所辖县域，以地理空间上的联系和旅游资源为

基础，通过统一开发、协作发展，将桂林旅游圈

内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有机连结起来，形

成以桂林市区景观为核心的、以桂林所辖１２县构
成辐轴的、纵横交错的大旅游网络［３］．

１　区域旅游网络化发展战略的必要性

１１　网络化发展是桂林区域旅游发展的趋势
桂林旅游业从１９７３年到现在，经历了 ３０多

年的发展，在最初的山水旅游带动下，以桂林市

区为核心，周边县域均在桂林旅游辐射下相继发

展旅游，如今地方旅游业均已具备一定的发展基

础．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
们已经不满足于单一的点、线旅游，而是寻求内

容更丰富、范围更大的旅游活动．为了适应市场
发展，区域旅游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为适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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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旅游的发展，提出建立大桂林 “旅游圈”口号，

正式向区域旅游发展迈进．随着各县域区域旅游
单元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的逐渐丰富，旅游住宿、

旅游交通、旅行社以及旅游市场、旅游管理的逐

渐规范，桂林已经具备了发展区域旅游的基础，

以区域为整体，从宏观上进行规划、统一开发，

形成旅游业网络发展系统，是桂林旅游发展的必

然趋势．
１２　网络化发展是获得区域旅游竞争优势的有效
途径

区域旅游网络化发展，是借助交通、通讯等

有形与无形的通道，使区域内旅游业构成一个纵

横交织、竞争与协作关系紧密的运行整体．这种
网络化运作模式，类似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产业

柔性集聚的概念，即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以结网

为特征，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企业综合体［４］．这
种合作网络体系，给处于区域范围内的旅游企业

带来了更好的发展条件，其表现：处于一定区域

范围内的企业，因为地理位置上的邻近和联系的

紧密与方便性，有利于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区

域内相对独立的企业之间相互竞争和协作，能促

进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尤其发生在

同行业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压力和持续比较，使

企业产生 “压力效应”，进而产生 “追赶效应”，

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最重要的是，区域内同类

企业和相关企业的协作，能克服不良竞争，在旅

游开发与市场管理等方面互学互效，在旅游宣传、

促销方面发挥整体优势，打出地区品牌，形成规

模效益，最终形成区域旅游发展的整体竞争优势．
１３　网络化发展是实现旅游圈区域旅游可持续发
展的必由之路

旅游资源的特点决定了旅游资源，尤其是自

然旅游资源，在一定的范围内往往具有遍在性和

重复性，导致某些行政单元的旅游产品具有相似

性和替代性．要延长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实现
旅游可持续发展，相邻地方必须相互协调，突破

行政界限，走区域旅游合作发展之路，形成区域

旅游网络化发展格局，丰富旅游内容，连点成线、

连线成网，使旅游线路不断延长，不仅延长游客

旅游时间，避免旅游路线重复，增加旅游消费，

提高旅游效益，更有利于旅游资源重组，促进各

地在旅游开发、经营等方面取长补短，发挥整体

优势，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实现区域旅游业的

可持续发展．
从桂林地区来看，由于地域的邻近，桂林市

及周边县域许多旅游资源如山川、洞穴、民俗风

情等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相似性特点，若不宏观

统筹，可能导致发展思路和产品的雷同而造成重

复建设，不利于桂林旅游圈的形成和发展，更不

可能实现区域旅游资源整合和可持续发展．网络
化发展则是从区域整体出发，兼顾各区域单元利

益，相互分工与协作，有效克服上述不足．

２　区域旅游网络化发展的主要内容

区域旅游网络化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形成区域网络化发展一般要满足的条件：（１）具
有形成网络的设施，即高质量、高效率地服务区

域的各种旅游设施；（２）旅游业各区域单元内在
关联性强，区域内各地区旅游景点、旅游产品、

旅游服务等各方面高度发展并形成分工协作体系；

（３）旅游市场畅通，各种要素可以在区域内自由
流动，区域旅游结构趋于合理化与规范化； （４）
组织功能不断完善，各区域之间政府机构、旅游

组织之间相互协作，发挥能动组织作用，促进区

域旅游单元平等发展．形成网络化的最终格局是：
形成交通、通讯等区域旅游发展保障网络系统；

旅游企业网络协作系统；旅游基础设施、旅游景

点等产业网络以及旅游市场协作网络等，各分网

络共同构成区域内旅游业互补、协作和竞争的大

旅游产业体系．
２１　交通网络化

区域内旅游单元间交通的可达性与便利程度，

是影响区域旅游发展的最核心因素，也是区域各

旅游单元空间相互作用和合作的先决条件．
交通运输的网络化，就是要形成适宜的路网

密度，交通路网逐渐由单一走向多样化，由低级

走向高级，通达性不断增强，网络结构不断得到

优化，便于区域空间旅游发展过程中各要素的流

动．桂林地区的旅游圈交通通道已经得到很大改
善，近年桂林市到各县道路等级也不断在提高与

完善，各县域至旅游景区的可达性不断增强，但

总的来说，各区域单元内比较重视干线建设而轻

视支线建设与网络配套．旅游景区开发中，投资
绝大部分用于景区服务设施建设，进入景区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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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一些景区内部道路等级不够或投资建设不够，

旅游交通网络有待进一步发展．此外，交通网络
化不仅要求交通供给、交通设施的完善，而且还

要求机构和管理的革新，不仅需要每个景点通车，

而且还需要高等级的线路、舒适的交通工具、廉

价的收费和周到全面的服务．
２２　产业网络化

产业网络化是在某一产业及相关产业之间，

寻求一种分工协作和协调发展的有序化产业系统，

其外在的表现是：在空间层面上形成产业集群，

在非空间层面上形成有机的产业链和联系紧密的

产业体系．
桂林市区旅游业的发展相对成熟，但桂林其

他县域旅游业还处于发展中，桂林地市合并后，

桂林由各自独立的旅游单元逐渐形成联合发展的

旅游整体，这就需要加强旅游产业的整体协调，

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形成区域

单元与区域范围整体的最优配置空间，并通过共

同的利益机制使各区域单元旅游产业之间形成紧

密的市场联系，最终形成以市区旅游产业为首，

各县旅游产业纵向一体化和食、住、行、游、购

等各行业之间横向一体化的产业网络．
２３　企业网络化

企业网络化是将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部门的

大小企业经营活动联系起来，使各企业之间形成

一种特有的网络体系．在市场经济中，同一行业
不同企业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企业网络化，可以

加强企业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克服同行业之间的

恶性竞争，使企业相互协调、分工、互补，形成

整体效益，促进区域行业发展．
桂林旅游圈旅游企业间目前合作较少，合作

的形式较单一，主要是在其他区域单元建立旅行

社分社和代理商，各县域内的企业之间也较忌讳

信息交流与合作，闭关自守、各自为政的情形较

普遍．要形成桂林旅游圈企业网络化，一方面要
根据市场的需要调控区域单元各县域旅游企业的

数量，另一方面，区域单元内部以及区域各县之

间同类旅游企业对其服务的范围、内容以及方式，

力求自身特色，避免重复，形成市场分工．各企
业在旅游区域产业一体化的基础上，加强企业之

间的沟通和信息交流．
２４　市场网络化

市场网络化是指区域旅游市场之间的一种关

系，具体表现在市场服务的网络化和接待游客的

网络化，正如克里斯泰勒提出的市场网络理论一

样，任何企业服务的市场均是有限的，旅游企业

接待游客也具有一定的服务范围，但旅游业又是

一种特殊的行业，区域内旅游企业服务的旅游市

场并不是简单、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交

叉的．旅游企业在接待游客过程中，可以相互推
介、相互合作．

桂林旅游圈形成区域旅游市场网络具有较好

的外部条件：首先，地市合并为区域市场一体化

扫清了各自为政的行政障碍，使区域单元旅游市

场加强信息交流和市场联系成为可能；其次，桂

林旅游圈各区域单元旅游资源存在各自独特优势，

为旅游企业相互推介游客、相互合作形成市场网

络提供了方便．但是，桂林旅游圈各县域旅游市
场之间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优势进行县域之间的

协作，各县域旅游市场的发展仍处于独立发展、

各自为政的状态．政府可以在这方面进行适当的
引导，当然市场的网络化同时需要交通、信息等

辅助部门的相互配套发展，以促进市场信息的传

播与交流，从而最终形成区域旅游市场网络体系．
２５　组织网络化

区域旅游组织的网络化指多层次、多形式的

空间旅游经济网络联系的管理和运作机构．对于
涉及两个以上独立行政单元的区域范围，行业的

发展均离不开区域内政府或行业组织的适当干预

和协调，区域内的这些机构网络，主要以协调冲

突和加强合作为特点．
桂林旅游圈旅游业正向着网络化方向发展，

桂林市及下属各县域旅游业的发展均受到政府的

重视和扶持，各县域之间也力图形成相互联系、

相互协作的旅游网络化发展格局．随着旅游业的
发展和旅游市场的逐渐完善，旅游业的发展应更

多的依靠市场调节和协会的参与，因此组建旅游

业各级协会和各行业协会以及区域协会，形成政

府、协会各级各类管理、运作机构将有利于桂林

区域旅游网络化发展．

３　区域旅游网络化形成的机制分析

３１　网络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网络化的形成需要在区域内各个单元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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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地域间相互协作的网络体系，

这种协作关系的建立，要依靠区域单元之间政府

的行政调控，更需要市场机制的调节，其本质是

依靠互补效应、共生效应和整体效应，建立起使

旅游企业具有共同利润、共同目标的网络化发展

的动力机制［１］．
３１１　互补效应　区域旅游网络化的关键是区域
单元、旅游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性．旅游业是一
项综合性的产业，食、住、行、游、购、娱各部

门都是围绕旅游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相互之间具

有互补性，由于拥有共同利益，相互协作的可能

性大．但不同旅游地及旅游企业之间旅游发展均
具有相对独立性，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利益

争夺和抢占市场，协作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协
作能够获得成功的基础是形成区域内单元资源、

市场等方面的互补性，这种互补包括 ３个方面，
即资源、市场及旅游发展阶段的互补．

（１）资源互补．即旅游资源禀赋差异的区域
之间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相互补给和联系．旅游
资源在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使各地区形成各具

特色的旅游资源和旅游功能，而各地区旅游资源

结构及旅游功能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是形成旅游

景区空间相互作用、互补效益和分工的物质基础，

也是吸引游客选择旅游地的根本动机．
（２）市场互补．在市场分工与联合协作条件

下，各区域间旅游发展对客源市场的要求、产品

结构特点等方面存在互补性，可以进行市场区域

分工协作．
（３）市场发展阶段互补．各区域单元旅游的

发展时间不同，其旅游发展的资源结构和产品结

构所处发展阶段也不同，这就形成旅游发展阶段

的互补性，即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发展经验

可以向经济落后地区转移和辐射，发挥增长极的

作用，而落后地区可以对城市旅游地旅游资源、

旅游产品进行补充，不断推出新产品和新的旅游

路线，使区域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个有

机整体．
３１２　共生效应　共生效应是区域旅游系统内各
要素之间形成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共存于同一

区域旅游体系内，相生相养、共同发展的关系．
共生效应是形成区域旅游网络化发展的前提．区
域旅游网络化发展是区域内各区域单元，以旅游

资源为基础，由组织旅游活动的相应机构、设施

和旅游景区等要素形成的有机的旅游经济系统，

但不是简单的将若干个彼此毫无经济关联的旅游

要素或单元组合在一起的旅游混合物，它需要区

域内各区域单元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在发展大

旅游背景下，享受区域旅游发展的良性竞争与协

作带来的外部效益，在产品的宣传与营销等方面

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而自觉形成区域内各旅游地、

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生养、共同发展、有

机联系的区域旅游系统．
３１３　整体效应　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各旅游
景区在空间上都呈现出分散状态，尤其当旅游地

位于不同的行政区域范围内时，每个旅游区的旅

游经济活动都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如果根据
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将各区

域单元、各旅游景区形成一个整体的系统，根据

各旅游景区之间的功能分异，形成不同等级和类

型的有序整体，则各区域单元、旅游景区就不再

是孤立、分散的个体，而是具有整合效应的旅游

网络，避免内部恶性竞争，使区域旅游的整体吸

引力增强．
３２　网络化发展的保障机制
３２１　市场体制的健全　区域旅游网络化的形
成，需要各区域单元旅游产业高度发展，这就需

要各县域不断完善单元旅游产业食、住、行、游、

购、娱等各要素，不断完善旅游市场管理体系，

使各区域单元旅游业有形成网络化协作发展的基

础和能力．桂林发展旅游业，起步相对较早，已
向成熟阶段迈进，但桂林地市合并后，桂林市及

所属县域作为一个整体区域，区域旅游业的发展

却仍然处于发展阶段，尤其各县域区域单元，旅

游资源和旅游基础设施仍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完善，

旅游市场体制有待健全．
３２２　政府引导与适当干预　桂林旅游圈旅游发
展思路的提出，为桂林实施区域旅游网络化的发

展做好了铺垫．桂林地市合并，为形成区域网络
化发展扫除了行政上的障碍，各县域区域单元旅

游资源的开发重点和互补性，更是为桂林形成区

域网络、发展区域旅游体系提供了保障．但区域
旅游网络化发展模式的实施，是区域单元旅游发

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
网络化格局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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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初始阶段的政府干预是

必然的，政府从方向上进行引导，促进各县域之

间认同协作发展，从区域网络化发展中获得共同

效益，显得十分重要．在网络化发展过程中，政
府同时应给予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扶持，创造良

好的市场发展环境，为旅游业的发展吸引资金、

技术、人才，创造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为旅游

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鼓励技术创新，努力

营造宽松、自由和创新的文化氛围，提供行业前

沿信息等，促进有竞争力的区域旅游网络化体系

的形成和发展．

４　结　论

区域旅游业是旅游业发展的一种高级阶段和

高级形式，借助和利用更大区域范围内旅游资源

来产生整体效益和规模效益，不仅是对区域单元

旅游业发展的促进，也是对区域范围大旅游形成

与发展的促进．区域旅游网络化的发展，是区域
有竞争力的旅游经济发展方向和区域旅游可持续

发展的途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区域旅游业必
须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共同

促进区域旅游 “通道”、“组织”和 “系统”等方

面网络化系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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