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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着力培育市民和游客共享的生活空间　　旅游发展的散客化、休闲化以及城市居民休闲需求的兴
起，要求城市旅游发展更加重视培育市民和游客共享的生活空间。
一方面，散客化、休闲化发展使旅游活动更加深入市民生活。
与团队客不同的是，散客不受旅行社引导和控制，与城市各方面的接触更广，加之休闲化的旅游更加
注重体验深度、环境质量，使得城市旅游逐渐突破传统上从饭店到景区这种点到点的模式。
另一方面，市民休闲需求的档次不断提升，范围不断扩大，市民休闲和外来旅游者的活动日益融为一
体，很难做出明确区分。
宜居是宜游的基础，宜游为宜居提供动力，二者互为支撑。
1933年，国际建筑协会通过《雅典宪章》，其中就将居住、游憩以及交通和工作并列为城市最基本的
四大功能。
这里的游憩既包括本地市民的休闲，也包括外来人士的旅游活动。
一座城市只有是适宜居住的城市，才可能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现代人的出游不只是为了纵情山水或寻访历史遗迹，感受异地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旅游
动机。
一座城市如果没有安居乐业的市民，旅游者去了只是看到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不可能得到丰富、深
刻的体验。
成都是我国旅游业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是仅有的三个“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之一。
近年来，成都市一直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休闲旅游目的地，取得了较好成绩，不仅接待人数和收人
大幅度增长，游客满意度也一直位居全国前列。
究其经验，最重要的就是注重培育市民与游客共享的生活空间。
　　一是休闲空间的共享。
深厚的休闲文化、浓郁的休闲氛围以及适应老百姓需求的丰富休闲业态，使得成都成为中国典型的休
闲城市。
单纯从休闲空间的人群，已经很难区分成都哪里是旅游场所，哪里是市民休闲场所。
杜甫草堂、武侯祠、三星堆等传统旅游景点，处处可见偕亲朋好友出游的本地市民。
锦里和宽窄巷子虽然是近年新开发的重要旅游项目，但现在也是成都人休闲的好去处。
以宽窄巷子为例，规划之初是想建成一个“城市客厅”，向外地游客展示成都文化，不料建成后大受
本地人欢迎，原来规划以高端文化消费业态为主的格局也慢慢演变为面向本地市民的中低端业态占据
半壁江山。
而春熙路作为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角，虽然历来就是成都人购物休闲的重要去处，但现在也有很多外地
游客在此游玩。
在郫县、温江等郊区乡村旅游地，客源中既有大量来自市区的居民，也不乏从京沪等地远道而来的外
地旅游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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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旅游研究院编著的《旅游与城市的融合发展》内容介绍：成都是我国旅游业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
，是仅有的三个“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之一。
近年来，成都市一直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休闲旅游目的地，取得了较好成绩，不仅接待人数和收入
大幅度增长，游客满意度也一直位居全国前列。
究其经验，最重要的就是注重培育市民与游客共享的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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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一阶段，成都市没有成立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旅游业的雏形在国家和四川省旅游
产业主导及倡导下得以形成。
1978年6月，国务院批准成都为甲类开放地区，成都市内主要旅游景区如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楼、
王建墓和动物园（游客主要看熊猫）以及邻近的都江堰、青城山逐步实现了对境内外的开放。
此阶段期间，成都市部分旅游企业得以转型和建立，如1979年，成都锦江宾馆成为四川第一个涉外旅
游宾馆；1984年，成都国际旅游公司（现在的成都海外旅游公司）成立，成为成都市第一家真正意义
上的旅行社。
1987年，郫县友爱乡农科村发展起了全国最早“农家乐”形式的乡村旅游。
1979年，四川旅游中等专业学校省旅游学校成立，开启了我国旅游中等专业学校的先河，为日后成都
市旅游人才的建设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尽管成都市是国务院最早实现对境外开放的城市之一，但其旅游业的发展，包括相关旅游企业的成立
，并没有专门的规划和定位，旅游工作都是在边探索边发展的过程中进行的。
加之旅游业主要建立在入境旅游的基础之上，因而发展相对缓慢，从1978年下半年到1987年，成都每
年接待的入境游客人数不足万人，而饭店也仅有锦江宾馆一家。
 （二）第二阶段（1988～2000年）：政府引导，有序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旅游蓬勃兴起的趋
势下，成都市政府看到了旅游发展的潜力，于1988年12月在顺城宾馆正式挂牌成立了成都市旅游局，
并将旅游正式纳入成都市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范畴，首次明确了旅游业在成都经济中的地位，至此，成
都市旅游业进入政府引导、有序发展阶段。
在市政府和旅游局的支持下，成都市除了市区景点不断开发外，其四围区县的旅游开发也陆续得以扩
展，浦江朝阳湖、大邑原始森林等多处以山水风光为主的旅游景区相继推出。
但对于90年代初期的成都市来说，尽管游客数量有了一定的增长，但因景点知名度低并没有成为国内
游客的旅游目的地，而是作为去峨眉山、九寨沟等地旅游的一个中转地的角色出现。
 自1993年开始，成都市政府陆续举办了“中国四川成都国际熊猫节”“旅游文化主题年”等大型活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成都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吸引了境内外旅游者前往。
90年代中期开始旅游者人数的逐年稳步增长使得旅游企业加速成长起来，业务范围也有所扩大。
1994年6月，成都中国青年旅行社与西南航空公司合作，首次开通了成都至曼谷的直航包机，每周一个
航班，连续时间长达半年之久，不仅开了全国包机游的先河，而且带动了成都出境旅游市场的发展。
另一方面，国际品牌的进驻也使得成都拉开了旅游业“引进来”的序幕。
1996年，美国洲际集团旗下的高星级酒店品牌皇冠假日酒店正式进入成都，第一次实现了旅游企业与
国际的真正接轨。
1999年3月，泰国安琪尔航空公司曼谷一成都首航的实现，标志着外航在成都已有定期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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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与城市的融合发展:以成都为例》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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