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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区域协作已经成为普

遍关注的焦点，区域旅游协作也成为各地旅游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旅游业对于

相关行业及区域经济的拉动效应已不言而喻，在经历了景点竞争、线路竞争、城

市竞争之后，我国的旅游业现已进入了互换资源、差异化发展的区域性旅游合作

阶段。在旅游区域经济合作的浪潮中，国内外各个发展旅游业的地区都在探讨或

者试行适合于本区域的合作模式，近年来，对旅游业跨行政区域、跨行业、多种

形式的全方位合作及其合作的可操作模式的探讨成为了主要的研究趋势。在这一

趋势下，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加强区域协作，营造共赢格局，已成为

京冀区域旅游业发展的迫切需求和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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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新世纪、新阶段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各级

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区域旅游合作是区域

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旅游业发展本身而言，通过共同研究制定区域旅游发展

战略，打造区域旅游产品和品牌，实现区域间在旅游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旅游综

合服务配套，旅游人才、资源和信息网络共享，必将在推进区域内各地区旅游产

业发展的同时，拉动、带动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就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而言，通

过区域旅游合作，将在带动本地区和区域间旅游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促进、推

动文化发展和社会和谐，实现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在认真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促进环渤海及北京周边 9省（区、市）和

中国十大主要热点旅游城市的全面合作，本着“构建区域旅游一体化，促进环渤

海及北京周边 9 省（区、市）旅游业的共同繁荣”、“构建热点旅游城市旅游市场

一体化，实现国内旅游热点城市共同发展与繁荣”的指导思想和“加强联合、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原则，实现旅游资源、产品、市场、信息、

客源和利益共享的战略目标，推动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契机下，本文从博弈

论的角度来探讨京冀区域旅游的合作问题，具有其重要的时代和经济意义。 

1.2 选题意义 

博弈论研究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利益相互制约下策略选择时的理性行为及

相应结局。而区域旅游协作正是在各协作成员的利益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前提

下进行的，利益的分配和利益的协调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区域旅游协作的稳定

性。将博弈论引入到京冀区域旅游协作的研究当中，能更为清晰完整地分析京冀

旅游业发展的冲突与合作，有利于深入探讨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途径。 

京冀区域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具有良好的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京冀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本区域加强合作，更需与周边地区协同配合，互

通信息，客源共享，产品互补，效益互享，以实现区域旅游一体化格局，从而提



 

2 
 

高区域旅游产业规模优势。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实施的环渤海发展战略，适应环

渤海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同时借助北京成功举办第 29 届奥林匹

克运动会的影响力，进一步发挥北京市旅游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旅游

合作的发展和进一步深化环渤海地区以及中国主要旅游热点城市的旅游合作，共

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旅游业的繁荣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京冀旅游合作进

行博弈分析对建立一种稳定和谐、互惠互利、动态平衡的旅游空间竞争与协作关

系，构筑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市场广阔、充满活力的京冀区域旅游发展格

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国外关于区域合作的研究 

区域合作的研究是贯穿于经济理论和区域发展理论之中，大体上可以从区域

分工、区域关系、区域开发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区域分工是合作的前提条件，因而分工理论则构成区域合作的理论基础。比

较优势理论是随着白由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A.Smith 的绝对成本说和

O.Ricarto 的比较成本说从供给与成本的角度论述了国际贸易的成因。而哈伯勒

则土张用比较机会成本代替比较劳动成本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认为生产机

会成本低的商品有比较优势，参加分工和交换能为双方带来利益
[6]
。E.Heckscher

和 B.Ohlin的要素察赋论(H-O模型)认为生产要素察赋的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的

产生。美国学者 M.Posone:等提出新技术贸易论，认为技术差距的存在使得某一

个领域内新产品问世后之后至其他国家仿制的出现以前这一段时间内，创新区域

具有出口优势，但动态技术优势会随着技术的国际标准化而消失。R.vemon 则提

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技术条件的变化是影响工业品贸易格局的决定因

素，一切产品都有创新、成长与成熟、标准化、衰退这样一个过程，阶段的不同

导致了不同区域之间因地制宜进行合作。两位美国学者的观点如出一辙
[7]
。前苏

联经济学家巴朗斯基将劳动分工理论引入经济地理学，并结合经济区和经济地域

织织研究，形成了劳动地域分工论，它是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部门分工在地域

上的表现，其所产生的物质运动和联系纽带表现为交通通讯网络，与分工的区域

条件、生产的部门和空间结构共同构成了经济地域系统。Frobel、Heinrichs、

Kreye 等人提出了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国家力量和保护权力的降低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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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间的强烈竞争、导致了资本的结构变动，工业布局的消费指向性重新调整，

高技术由发达国家承担，低技术由第三世界承担，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资本的

流动使一些技术扩散到第二世界，通过这些部门的“滴流效应”.最终改变当地

其他经济部门，井解释了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外部动因
[8]
。 

区域关系的研究也是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相互依赖理论认为世界经济

的相互依赖是资本土义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通过经

济关系连接起来，并且西方经济学家运用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其土要指标有:

贸易依存度、贸易结合度、对外依存度等。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关系理论认为世界

体系由核心国家、半边缘区、边缘区和外部地区构成，其特征是体系中的生命自

我控制，其发展的动力是内在的。 

不同的地区开发方式的选择，对区域合作有着重要的意义。法国经济学家

F.Perroux 率先提出了增长极这一概念，其基本思想是“增长井非出现在所有地

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它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

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法国经济学家 J.R.Boudeville 认为

“增长极是在城市区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井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

动的进一步发展。”瑞典经济学家 G.Myrdal 提出了累积循环理论。认为市场力的

作用通常是倾向扩人而不是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在资本土义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

情况下回流效应总是人于扩散效应，会出现“马太效应”，主张实行国家干预。

美国规划师 J.Friedmann 用一些经济和非经济变量来研究与阐述“核心与边缘”

模式，从理论上解释区域发展过程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以空间表达自己，以

及作为结果的空间结构如何随时间的变化
[9]
。 

1.3.2国内关于区域合作的研究 

我国对区域旅游协作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获得了较大的

发展，进入新世纪，学术界更加关注。薛莹对我国区域旅游协作研究的发展进行

了回顾，分为四个阶段：1)起源阶段(1980-1984)，这一时期，关于改革旅游管

理体制、加强旅游横向联合、发展区域旅游的论文逐渐增多；2)起步阶段

(1985-1991)，主要研究加强横向联合、发展区域旅游等热点问题；3)发展阶段

(1992-1998)，这一阶段有关区域旅游协作研究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多，研究内容

上也更广泛、深入涉及到更多地区之间的旅游协作问题；4)提升发展阶段(1999

至今)，这一时期区域旅游协作的研究进入提升发展期，研究内容更加深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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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0]
。 

这一划分比较清晰地展现了我国区域旅游协作研究的历程。总体来讲，我国

学者对区域旅游协作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础理论方面。王衍用提出“阴影区”理论，认为近距离的旅游资源雷同，

导致了旅游资源的“减值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区域联合开发的构想
[11]
；吴泓、

顾朝林基于共生理论对区域旅游协作展开研究，旅游共生思想突破了传统的狭隘

竞争观念、主张以契约为纽带，通过相互间的共存合作来获取竞争优势，实现“共

赢”的目标
[12]
；汪宇明借鉴核心－边缘理论探讨了旅游资源的区域整合、景区土

地利用规划与都市旅游图层构造以及区域旅游的联动发展
[13]
；田苗、杨春宇运用

经济学中的增长极理论和点－轴理论，探索通过培育旅游业的增长极，以点带轴，

来促进区域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14]
；尹贻梅以区域经济学中的地域分异规律、比较

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为基础并结合旅游者空间行为规律，构建了旅游空间竞

争合作的分析模型
[15]
；孙海燕、陈烈、邓培雁从协同学的观点出发，认为旅游开

发的区域协作较分散孤立的开发，能产生“整体大于部分和”的优势，降低成本，

产生规模效益
[16]
；钱益春运用生态位理论作为区域旅游协作的理论基础，从旅游

区域内各单元的“定位”入手，通过各个旅游区形成具有一定差别的“生态位”，

形成各地合理的旅游系统分工体系，实现相互间的协调发展
[17]
；崔凤军将旅游经

济发展的流动性、开放性、关联性等规律作为城市旅游的空间竞争与合作的动因

[18]
；梁艺桦、杨新军、马晓龙应用系统学自组织理论，从合作的前提、诱因、道

路、方式、动力和前途等方面对区域旅游合作演化与动因进行探讨
[19]
；梁艺桦、

杨新军以博弈理论作为研究区域旅游活动的理论基础，认为区域旅游活动各参与

者之间的关系总是竞争与合作并存，提出区域旅游活动竞合博弈战略，即建立在

对区域旅游活动博弈分析基础之上，关于何时选择合作竞争、如何合作竞争的一

整套行动策略
[20]
；李树民认为区域旅游协作是一种经济理性人在利益驱动心理支

配下的经济行为，互补关系是产生合作行为的动力源泉，在多种互补关系中，最

重要是资源的互补性，区域旅游协作的实质表现为区域旅游资源优化区间的一种

扩展
[21]
。 

2.旅游联合促销方面。旅游联合促销是协作实践与研究中常被关注的一个热

点，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联合行动是旅游联合促销中的关键。余录生认为联合促

销在内容上要注重强调形象，缺乏统一协调的联合促销，极易产生经济上所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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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谬误”
 [22]

。李树民等认为，旅游市场规模扩展与旅游促销经费投入密切

相关，如果一个国家旅游促销投入未能和旅游市场扩展同步的话，旅游促销这一

市场激励因素就会转化为制约旅游市场进一步拓展的滞后因素
[23]
。 

3.旅游协作空间结构方面。在旅游协作空间结构方面，张二勋认为科学合理

地建立不同层次的“旅游地域综合体”，是旅游业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和实现平衡

布局的关键
[24]
；许惠芳提出构成纵横交错、多层次和多系统的“旅游网络”是西

安旅游业大发展的必要条件
[25]
；阎友兵提出了“旅游圈”的概念，即为获得最佳

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以旅游资源为核心组成的具有一定地理范围的协作区域，

是一定区域内各种旅游经济要素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区域空间组织形

式
[26]
，相关成果还有武汉大旅游圈，大桂林旅游经济圈，黄山大旅游圈，环渤海

旅游圈，大三峡旅游经济圈等的构建
[27]
。 

4.旅游协作模式方面。陶伟以苏南 3个水乡古镇的旅游发展为例，提出主导

旅游资源相似的临近地域旅游发展的“竞合模式”(C-C 模式)，竞合的动力以区

域旅游的整体发展为背景，以相关地方的利益为基础，以市场交易为基本方式，

以政府协作为补充，在塑造和发挥各相关地方及景区特色的基础上，最终建设富

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28]
；尹贻梅提出了区域组合和产品组合两种旅游空间竞争

合作类型，并建立了以市场为主导、政府推动、地区参与的协作运作模式
[15]
；杨

荣斌等在构造区域旅游合作机制认知模型及对其发育环境的类型分析后，从地理

学空间视野提出了区域旅游协作的 5种结构模式：点－轴发展模式、单核辐射模

式、双核联动模式、核心－边缘模式和网络型模式，并从模式的内在结构和外部

形态两方面进一步分析模式动态演化的 5种趋势
[29]
。 

5.旅游利益主体方面。张伟等以四川省乐山市为例探讨了利益主体

(stakeholder)理论在区域旅游规划中的应用
[30]

；社区参与实际上是弱势群体这

一利益主体如何实现与其他利益主体在旅游地规划管理中的合作，保继刚等以阳

朔遇龙河风景旅游区为例，探讨了旅游规划的社区参与
[31]
。 

6.旅游协作系统方面。在旅游系统方面，郭康曾就北方八省(北京、天津、

河北、山西、辽宁、河南、山东、内蒙)提出构建我国最大的区域旅游协作系统，

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的多中心、多层次、多功能、多市场的综合性旅游空间协作系

统
[32]
；佟玉权以区域系统结构理论为指导，阐述旅游活动诸要素在特定部门特定

地域上的结构问题，并提出结构优化的一般途径，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提出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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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区域旅游系统结构的一系列理论与方法，对区域旅游合作的理论进行了有益

的探讨
[33]
。 

7.旅游协作实证方面。在国内，区域旅游协作研究中涉及较多的是实证研究。

如梁明珠通过对泛珠三角旅游资源的分析比较，研究旅游资源整合的模式，提出

构建泛珠三角特色资源带的设想和相关整合营销策略，探讨了泛珠三角区域旅游

合作的共赢之路
[34]
；董观志、白晓亮从国际视野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角度研究了广深珠旅游合作问题
[35]

；崔凤军研究了杭州旅游接轨上海的必要

性、内容与措施，以更好地实现两市旅游合作发展
[36]
；杨念具体分析了粤港澳旅

游合作在新时期面临的挑战，提出自己的建议
[37]
；张琛运用 SWOT 方法分析了长

三角区域旅游合作的优劣势，提出建立长江三角洲区域旅游合作的对策
[38]
；马晓

冬、沈正平等提出了区域旅游合作的理论框架，并且基于此框架进行了徐(州)

连(云港)旅游带实证研究
[39]
；张河清以侗文化为纽带，提出湘、黔、桂三省(区)

省际边境区域的旅游开发应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加强区域合作，构建中国侗文化

旅游圈
[40]
；闫兴亚在分析闽粤赣交界处资源特色的基础上，认为闽粤赣边界地区

可以利用客家文化进行三种不同层次的区域旅游合作
[41]
；张新分析了中部五省区

的旅游机制、规划、行业、标准对区域旅游协作构成的障碍，探讨了促进中部旅

游业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42]
。此外，学者们还对京津唐、川黔渝、晋陕豫、环渤

海、环太湖、环洞庭、大武汉、大三峡、大湘西、大香格里拉等区域的旅游协作

进行了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国内对区域旅游协作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1)理论建设较为薄

弱。其他相关学科，如经济学中最新研究成果很少被用来分析我国区域旅游协作

问题，运用较少，许多学者做出的结论失之浅显；2)个案研究多偏重于协作构想

的提出，且不同学者对不同地域的协作构想在分析上有雷同倾向，缺乏研究方法

上的创新；3)区域旅游协作中存在问题的介绍与评述，大多数以报道和议论形式

发表，缺乏对存在问题的系统归纳；4)已有区域旅游协作规范研究中，大量学者

采用“应该……”、“要……”模式，而对这种对策的理论基础、价值判断标准、

实际操作方式以及为什么“应该……”缺乏深入探讨。另外，许多研究仍停留在

“原则”罗列上，对区域旅游协作发生发展规律与内生机制研究不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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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目的和内容 

本文通过对京冀地区旅游发展和合作现状的分析，发现旅游合作中的问题，

并立足区域分工理论、边缘核心理论和产业集群等理论，通过对京冀地区的旅游

资源、交通环境和产业链进行分析，提出区域合作的具体方案。 

1.5 研究方法与思路 

1.5.1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办法，在研究过程中采用如下几种方法： 

1.文献研究 

本文通过检索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对国内外区域旅游协作发展的研究状况

和典型案例进行梳理、综述，了解这一领域国内外发展动态、一般规律和未来趋

势。此外，也通过研读相关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如博弈论、福利经济学、区域

一体化等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为论文提供理论背景支撑。 

2. 案例分析 

本文根据现实需要，以京冀地区为实际案例，区域旅游协作进行了案例分析。

以京冀地区这样一个我国很热的旅游协作区域为实证案例，既可以避免案例分析

的以偏概全之倾向，又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必要性和可能性兼有，理论价值和

现实意义俱在。 

3. 专家咨询 

对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某些问题和研究结果进行专家咨询，专家咨询的方式可

以是网上咨询，也可是通信咨询，或面对面咨询，通过专家咨询为本文的研究提

供重要的观点支持和帮助。 

1.5.2  研究思路 

（1）提出研究对象。本文主要研究京冀地区区域旅游协作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 

（2）分析问题。运用运用区域协作的基础理论，分析京冀地区旅游的资源、

交通、产业链方面的优势和劣势； 

（3）解决问题。通过对京冀地区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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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旅游合作研究 

2.1 旅游合作研究的基础理论 

  2.1.1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的最初阶段以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和李嘉图的“相对成

本”论为代表，称为“比较成本理论阶段”。亚当斯密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受

利益的驱动，微观经济主体可以按自己的特长进行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通过

市场进行交易，最终实现自利和互利、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被称为

“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什么水平，它都有自

己的相对优势。即使一个国家所有的商品的劳动成本都比另一个国家高，但只要

这些商品的劳动成本存在差异，那么该国就能通过专业化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商

品，从而在贸易中获利。 

比较成本理论阶段以后，出现了“要素察赋”理论，以及二战后出现的各种

新贸易理论。近 20 年来，虽然许多经济学家从内涵到研究领域进一步发展了这

一理论，但其核心却是一致的，即不同的地域应基于彼此间的差异和优势进行生

产和贸易，展开分工合作，以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不论是

绝对优势还是相对优势，不论是静态优势还是动态优势，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就

是区域的比较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区域经济合作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指

导作用。环京津地区资源丰富、种类齐全、各具特色，但分布不均。旅游资源的

察赋差异形成了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区域内交通、食宿、购物等旅游服务产品所

依托的配套设施的非流动性，形成了旅游业及各产业间的比较优势。资源的整体

性和旅游业开放性、关联性强的特点，把不同地区的相关行业、部门彼此紧密的

联系在一起。环京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备自的比较优势，使旅游经济中的

旅游流、物流、资金流、人员流、信息流，更加活跃，对提高区域旅游总体竞争

力非常有利。 

2.1.2竞争优势理论 

尽管区域旅游要素禀赋差异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区域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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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意义,但随着国际国内旅游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和复杂,区域旅游发展仅有

比较优势是远远不够的,还需把旅游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区域旅游的竞争优势,达

到提升旅游要素禀赋结构的目的。因此,在区域旅游合作中,还需借助竞争优势原

理来构建区域旅游产业的竞争优势。 

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产业竞争

优势的“钻石体系”:从宏观层面上看,一个国家或区域的产业竞争力取决于生产

要素、需求状况、相关和辅助产业状况、同业竞争四个基本要素以及政府和机遇

两个辅助要素。其主要内容为: (1)生产要素,包括初级的生产要素(一般的人力

资源和自然资源)和被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 

(2)需求因素,主要指国际国内市场规模、发展趋势等; (3)相关产业与辅助产业,

指与该产业存在前向、后向与旁侧关联的产业,相关产业和辅助产业的支持与帮

助能够提高特定产业的竞争力; (4)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企业的竞争

状况决定了产业竞争力大小,其竞争优势可以通过成本领先、标歧立异、目标集

聚战略获得,具体讲就是强化管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开发特色产品、细分

市场等
[44]
。在上述四种基本要素之外,还存在政府和机会两种因素,也可能影响产

业的竞争优势。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发展战略、产业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等来影响

钻石体系四种核心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从而达到影响产业竞争优势的目的。

此外,新需求、新技术的出现等都可以打破原有的竞争状态,提供新的竞争空间,

上述六个因素的组合与动态作用过程决定了产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竞争优势理论最初由迈克尔•波特提出，应用于产业竞争优势分析，即一个

国家或区域的产业竞争力取决于生产要素、需求状况、相关和辅助产业状况、同

业竞争四个基本要素以及政府和机遇两个辅助要素。刘旺、杨敏
[45]
（2006）将这

一理论应用于我国的区域旅游规划中，他们认为竞争优势原理对旅游规划的指导

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竞争优势原理使区域旅游开发战略深入分析

市场需求状况和同业竞争，仔细研究同业竞争状况；（2）竞争优势原理促进区域

旅游产业集群的构建；（3）竞争优势原理推动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制度构建。 

2.1.3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Growth Pole）的概念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最先提出;

其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根据佩鲁的思想:经济空间不是均衡的，而是处于

极化过程之中，所产生的增长极是经济空间中在一定时期起支配和推动作用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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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部门，并凭借其具有的规模经济及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增长能力，通过外部经济

和产业间关联的乘数扩张效应，推动了其它产业的增长。法国经济学家布德维尔

继承研究了佩鲁的理论，并将增长极理论从抽象的经济空间扩展到地理空间中，

认为增长极是主导推动型产业的空间聚集体，这些产业聚集在一起形成具有规模

经济效益、高创新能力、高增长率，并能促进周围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心区位。因

而在这一理论中所谓的增长极具有双重含义，它既可以指高速增长、占据支配地

位的产业部门，也可以指区域中的增长中心地，在区域经济研究中往往偏重于后

者。根据增长极发展理论，一个区域的所有地区并不是以同样的速度增长的，往

往是在某一点或几点发展最快，这些高速增长的点即是所谓的增长极。增长极具

有极化和扩散两种效应，极化效应使中心地凭借自身的优势条件，吸引生产要素

向内部聚集，形成规模经济;扩散效应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以“墨

溃”方式缓慢扩大，其影响逐渐传播到落后地区，引致增长中心的扩张和第二级、

第三级以至更多增长中心的出现，进而使整个地区出现增长。点一轴发展理论是

增长极理论的延伸，该理论也是以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规律为出发点，十分重

视“点”即增长极和“轴”即交通干线的作用，认为随着重要交通干线的建立，

区域内部地区间的人流和物流迅速增加，生产和运输成本降低，产业要素和人口

向交通干线聚集，形成了有利的区位条件和投资发展环境。交通干线连接地区成

为经济增长点，沿线成为经济增长轴，增长点和增长轴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将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 

网络开发理论，是点一轴开发理论的延伸。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

段后，一个地区形成了增长极即各类中心城镇和增长轴即交通沿线，增长极和增

长轴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在较大的区域内形成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劳动

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网即交通、通讯网。在此基础上，网络开发理论强调加强增

长极与整个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交流的广度和密度，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

城乡一体化;同时，通过网络的外延，加强与区外其它区域经济网络的联系，在

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将更多的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促进更大区域

内经济的发展。 

2.1.4核心—边缘理论 

1966 年美国区域规划专家弗里德曼根据对委内瑞拉区域发展演变特征的研

究，以及根据穆尔达尔和赫西曼等人有关区域经济增长和相互传递的理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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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出了“核心——边缘”的理论模式
[46]
。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由

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组成。核心区域指城市集聚区，工业发达，技术水平较高，

资本集中，人口密集，经济增速度快，包括:①国内都会区;②区域的中心城市;

③亚区的中心;④地方服务中心。边缘区域是那些相对于核心区域来说,经济较为

落后的区域。汪宇明
[47]
（2002）通过对核心—边缘理论的旅游价值的深入研究，

认为核心—边缘理论在区域性旅游规划中运用的关键是结合旅游目的地和旅游

客源地之间的相互发展演变的动态规律,不断地为旅游空间结构变动提供认知解

释模型和理论指导，促进核心—边缘区域关系的变动和转型,达到促进区域旅游

增长的规划目标。核心—边缘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关于区域空间结构

和形态变化的解释模型，并且把这种区域空间结构关系与经济发展相联系，它对

区域旅游格局的空间认识和旅游规划蓝图布局方面有指导意义。借鉴核心—边缘

理论进行旅游资源的区域整合、景区土地利用规划与都市旅游圈层构造、区域旅

游联动发展等方面，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2.1.5旅游圈理论 

旅游圈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了政府、行业和学术界的越来越多的关注，其重要

程度不言而喻，但作为一个复杂性的城市一区域问题，它的研究是困难的，致使

十年来鲜有理论上的进展和突破。旅游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明显跟不上旅游业蓬勃

发展的步伐，迫切呼唤着学术的创新，从而对旅游圈的形成做出逻辑的阐明，并

对它的发展给予科学的指导。 

旅游圈（destination circle，简称 DC），有时也被称为旅游经济圈，是区

域旅游合作的形式和产物，也是一种经济地理结构。马勇、董观志(1996)最早地

给出了旅游圈的定义，认为旅游圈是以大城市为中心，从区域整个的自然、经济、

文化、交通和区位条件出发，合理配置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旅游资源和服务设

施，从而形成的旅游业“城市一区域”与“市场一资源”共扼型的空间结构综合

体，并提出了旅游圈的 5 个基本特征是:区域性、层次性、开放性、协调性和效

益性。阎友兵、李辉恒(1999)认为旅游圈是为了获得最佳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以旅游资源为核心组成的具有一定地理范围的协作区域，是一定区域内各种旅游

经济要素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区域空间组织形式，并提出旅游圈具有

5 个“圈”属性:经济协作圈、地理圈、交通网络圈、文化圈和层次结构圈。王

铮、蒋轶红等(2002)提出旅游圈是以某一旅游集散地为食宿中心，为游客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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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用的出游活动所提供的空间范围，在结构上它可能由几个功能不同但有联系

的景区构成，其本质上是一个与市场域相对的资源供应域。 

上述 3个关于旅游圈的典型定义，从不同侧面指出了旅游圈所具有的一些特

征:)l 占据一定的地域范围，具有某种形式的旅游集散中心;2)构成旅游圈的空

间要素之间具有协作关系，是一种空间组织形式;3)旅游圈寻求自身整体利益及

对游客效用的最大化。当然，3 个定义也显示出学术认识上的差别:马勇等的定

义将旅游圈作为一个“市场一资源”共扼型的空间地域综合体，强调了供给和需

求的复合性;王铮及阎友兵等定义则强调了“旅游资源”的核心作用，更多地将

旅游圈看作是一种空间形式的旅游供给。 

实际上，旅游圈是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名词’，最早出现在 1990 年代初期，

可能是借用了都市圈(或城市圈)中关于“圈”的提法，将之引入到了旅游业中，

用来表述区域之间旅游合作的现实和愿望。早在 1960 年代，日本学者参照美国

的都市区，提出了都市圈的概念，认为:都市圈是由一个以上的中心城市(城市化

地区)，以及以一日为周期，可以接受中心城市中心地功能服务的周边地区共同

构成的城市实体地域(转引自袁家冬、周绮等，2006);都市圈不仅仅是一种概念

上的地域构造，而且是一种具有具体职能的社会实体，它的范围与“都市势力圈”

相近，内容与“日常生活圈”、“经济圈”和“商圈”也类似(转引自张京祥、邹

军等，2001)。在中国，关于都市圈的一般性概念，被广泛引用的一个定义是:

一个大的人口核心以及与这个核心具有高度社会经济一体化倾向的周边地区共

同构成的城市功能区(周一星，1995:41~43)。由于这个定义对都市圈地域本质的

认识上还较为含糊，其后有很多学者就从不同的角度对都市圈这一地域现象进行

了更科学的阐释，其中袁家冬、周绮等(2006)引入日本关于都市圈在内容上与日

常生活圈”类似的思想，强调了都市圈中的社会需求因素，认为:“都市圈是以

中心城市职能的空间集聚与扩散为条件，由中心城市与多个周边城市和地区共同

构成的，以城市日常生活圈的空间范围为界限的一个多核心的一体化 

借用对都市圈既是一个空间上的地域实体，又是一个职能上的社会实体的认

识，结合己有的 3 个关于旅游圈的典型定义，我们将旅游圈的概念界定如下:以

一个或多个旅游集散地为核心、以多个旅游景区为依托所组成的具有一定地理范

围的空间协作组织，这个组织起来的区域能为游客一次有效用的出游活动提供足

够的产品供应。作为一种区域旅游的空间组织和产品形式，旅游圈具有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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