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以重庆 主 城 为例

. 于 婷婷

城市滨江区 域一 直 是各 城市发 展滨水经济
、

提供滨 水休闲的 重要 区域
。

构 建滨江游憩系统对滨水 城市意义非

常
。

重庆 是 一座充满生 机
、

富 有韵味的大都市
,

是我国 具有三 千多年历 史的 著名 历 史文化名城
。

其主城依 山傍水
,

旅游资 源丰富
,

具有独特的 自然 景 观
、

人文景观
、

人造 建筑于 一 体的 滨江旅 游带
。

笔者在综述滨江游 憩休 闲旅游

发展的 基础上
,

以重庆 为例
,

对重庆 主城滨江 区 的现状及 休 闲旅游资 源的 重组进 行研究
,

运用 SW O丁 分析法 和区

域竞合分析法对重庆 主城滨江游憩休 闲带的 构建进行综合分析
,

并结合分析给出匹 配战略指引
。

21 世纪是
“

休 闲的 时代
” ,

游憩
、

休 闲
、

娱乐 活动成为
人 们休闲旅游 的 主题

。

对 于 重庆而言
,

重庆主城 滨江游憩休
闲旅游步入发展 阶段

,

初具规模
,

且 呈现 出强 劲的 发展 势头
。

随 着人们 收入 的 提高
、

闲暇时 间的延 长
,

为休 闲旅游 的 发 展
提 供物质条件

,

滨 江游憩休 闲旅游在 休闲旅游 中仿佛更受 大
众 欢迎

。

滨江游 憩休 闲旅 游作 为一 种 特殊的 休 闲方 式
,

适应
了 人们休 闲旅 游方 式的 需求

,

对相关 产业的 带动 融合不断深
化

。

对 于 重庆主 城滨江游 憩休 闲带 的构 建符合社 会的发 展
、

经济的 发 展 要求
。

城市滨江 区 即 指
“

城市 中陆域与水 域相连的 一 定 区域 的

总称
” 1[] 。

城市滨江区 既是陆地的边 缘
,

又是 水体 的边 缘
;

包

括 一 定的 水域 空间和 与水 体相邻近 的 城市陆地 空 间
。

国 外从
上 世纪 50 年代开 始对 滨江 区 进行 研究 2[] 。

从 1 988 年开始
,

重庆 渝 中区首先开 始对 滨江区 进行修建
,

经过 20 多年 的研 究
发 展

,

在 城市 规划
、

道路建 设
、

环境 改善
、

景观设 计方面取
得显著 成效

。

重 庆 主城滨 江带的构建
,

对于 挖掘 重庆 主城滨
江 旅游资源

、

城 市规 划 的 发 展
、

提高城 市的 社会 文明和 居 民

生 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

、

重 庆 主 城滨 江游 憩 区 域 的现状

重庆 主城 滨江游憩休 闲旅游 的发 展
,

主要依 靠众多的 自
然 及 人文游憩 资源

。

但是
,

在 旅游业 的快 速发 展 过程 中
,

主
城 滨江区 的 旅 游资源没 有得到很好 的 利用

。

不过 还是在一 定

程 度上 给重庆 旅游 业的发 展带来 了一 定的效益
,

又 尤其是休
闲类活动逐步得到发 展

。

( 一 )重 庆主 城滨 江旅游及 休 闲资源概述
重庆 作为 山水城市 的典 型代表

,

仅在 主城有 着独特的 滨

江 旅游资 源
,

凭借有 利的 地势
“

一 岛
、

两江
、

三 谷
、

四 脉
”

形 成山高水 低
、

山环水 绕
、

山上 有城 城 中有水的景观
。

主
城滨 江区 范围 主 要是指重庆主 城区 域 内约 12k0 m 长 江河道 两
岸 ( 西彭一 五 宝 )

;

以及 约 6k0 m 嘉陵江 河道 两岸 ( 北皓一
朝天 门 )

。

根据 主城滨江旅 游资源 的 特色及 分布 特点将滨 江
区分 为 7 个旅游区 域

,

即北赔峡谷温泉滨江旅游 区
、

磁 器 口一

朝 天门文化 生 态滨江旅 游区
、

水土一 悦来观光农 业滨江旅 游
区

、

西彭一鱼洞 岛屿 滩涂 滨江旅游 区
、

鱼洞 一李 家沱厂 矿 码

头 滨江旅 游 区
、

李家沱一朝 天门文化 生态滨江旅 游区 及 朝 天
门一五 宝 岛 屿 峡谷 生态滨江旅游 区 #o[]

据重庆旅游局统计
,

两江 沿岸旅游景点有 刀 处 4[] ,

主要

以历 史文化类人文景观 为主
,

主要包括重庆 红岩革命纪 念馆
、

磁 器 口古镇
、

重 庆 湖广会 馆
、

重庆 市 规划 展 览馆
、

洪崖洞 民

俗风 貌 区
、

南滨 路旅游观 光 区
、

重庆 兴澳海底 世界
、

重庆 游
乐 园 等和 主要 自然 游憩 资源包括朝 天门广场

、

北 温泉风景 区

等
;

多是 以建筑和 设施类景点 为主
。

(二 ) 重庆 主城滨江游憩休闲旅 游现 有效 应
重庆主城 滨江游憩休 闲旅游 的发 展对重庆旅 游产业发 展

产 生 不 同效 应
;

主要表现在 旅游 经济效应
、

社 会文化效 应
、

环境效应等方 面 的效应
。

1
.

重庆 主城滨江游憩休闲旅游发 展 的 经济效应
收入效应

,

主要体现在 外来游客在 滨江 区旅 游活动期 间
的 食宿

、

交通
、

游览
、

购物
、

娱乐 费用 支出构成 当 士也旅游 经
营 者与居 民 的 收入方 面

。

收入的 增加从 而提高 了 当地人 民 的

消 费水平
;

扩大 了消费需求
,

刺激其他产业的 发 展
,

如服装
、

食 品
、

文化教 育
、

休闲设施
、

道路建 设所带来 的 建材和 装饰
业

。

据重 庆 年统计显示 非私营单位职工在娱 乐业
、

交
通运输

、

住 宿和 餐饮业 平 均收入分 别是 3 5门 元
、

3 3 元
、

曰
、〔 S 走璧 F(】又 (〕、 N 「R R 卜〔几」限5

20 11 :

4 4 4 21

C 1 E E l J E E p E



B u s in e s s R e v iew [商业评论 ]
20 , 3

·

8 下总第 舜叫 期

21 380 元
,

与去年 相 比增长超 过 3 0oc 元 ; 私 营单位 职工 的
平 均 收入分 别 为 189 00 元

、

20 857 元
、

16 03 8元
,

与去年相
比分 别增加 1 6

.

5%
、

2 1
.

6%
、

1 5
.

3% 5l] 。

劳动力 就业效应
,

就 中国 目 前就业形势 来看
,

城 乡居 民

就 业困 难 已 经成为一 大 社会难题
。

主 城滨江游憩 休闲旅游 的
发展 为劳动 力提供了 更多的就业机会

,

到 20 10 年
,

直接 从事
旅 游的从 业人员 有 29

.

1 万人
,

比上 年增加 1
.

4万 人
,

与之相
联系 的 间接从业人 员达 145 5 万人

,

比上 年增加 7万人 6l] 。

重

庆 休闲旅游 的 发展对劳动 力 就业 的带动效应主 要体现在 三 个
方面 : 第一

,

休闲产业是属于第三 产业的服务行业
,

在 餐饮
、

住 宿
、

交通
、

导 游等方面 为大量 的劳 动力提供 就业的机 会 ;

第 二
,

重庆是西 部经济发 展的 中心 城市
,

经济 的发展带动 重
庆 休闲旅游 业的发展

,

休 闲娱乐 设 施的建设 扩建
,

能提高 建

筑 及建材行 业的 就业水 平 二第三
,

重庆 主城休 闲旅游的发 展
为从事旅游行 业的 失业 人员和毕 业大学提供 就业的机会 ; 同
时还带动其 它相 关产业 的 发展

,

增加 其它行 业的就业机 会
,

提高全市就业水平
。

工商业 发展效应
,

重 庆作为西 部商业 中心
,

商业的发 展

促 进旅游业 的发展
,

旅游 的发展 又反 过来促进休 闲旅游 的发
展

。

尤其是对重 庆的商业
、

房地产业 的发展起到积 极的推 动
作 用

,

为商 贸人 士 提供更 好的休 闲娱乐环境
,

促 进休 闲旅 游

的进一 步发 展
。

例如
,

近年 来九滨 路
、

南滨路
、

北 滨路 已 经
成 为重庆窗 口 的 形象

,

也吸引了众 多全国 知名开 发商在此 建
造 出一 个个 高档 楼盘

,

为重庆打造 出最亮丽 的城市阳 台
。

国

汇 中心项 目将 重庆五大 商圈 之一 的南坪商 圈 与这座城市最 繁
华的 滨江路 —南滨路联在 一 起

。

由香 港信和集 团 联手香 港
的 中渝置地控 股有限公 司 和华人置 业集团 投资 开发的重庆 北
滨 路项 目等

,

进 一 步证 实旅 游业 的发 展带动重庆 滨江 区工 商
业 的发展

。

2
.

重庆主城滨江游憩休闲旅 游发 展 的社会 文化 效应

文化资源的效应
,

重庆是有着三 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
,

有着丰富的 历 史文化资 源
,

将这些文 化资源融入 到休 闲娱 乐
中去

,

不仅是对 传统文化 的传承
,

还促 进多元化 文化的交 流
传 播

,

有利于 吸收现代 的旅游方 式
、

习 惯
,

改 变旅 游 目 的地

人 员的知识结构和 认识能 力
。

但在文化休闲旅游发展的同时
,

可 能会 因为社会文化
、

价值观念的不同产生一 些负面的影响
,

如 游客带来 的 一 些与本地 文化相冲 突的价值观 念可能侵蚀 当
地 的 优 良传统 文化

,

一 些历 史文化 古迹也可 能因 为不恰 当的

开发遭受破 坏
,

但这些 是在 规划 的同时可 以尽 量避免发 生的
状况

。

重视城 市居 民 日 常生活的效应
,

开发重庆 滨江游憩休 闲
旅游资源

,

是城市规划
、

城市功 能转变的重要 选择
。

在城 市

空间的边缘 与水域相接 的地带建 立亲水平 台和绿化 带
,

不 仅
为外来游客 提供游 览休 闲场所

,

还 是当地居 民 日常休 闲生活
的理想场所

。

既符合现在 城市发展 的要求
,

也方便 了市 民 的
日常生活

。

3
.

重庆主城滨江游憩休闲旅游发展的环境效应
旅游开 发对环境具 有正面和 负面双 重影响

。

一 方 面
,

旅
游的开发 有利于促进景 区 功能 的完善

,

改善景 区 的 自然环 境
和居住环境 ; 另一 方面

,

如果开发 措施不 当
,

也可能对环 境
造成恶 劣的影响

。

如水 体污染
、

水 质变差
、

景 区 空 气污 染
、

噪声污染
、

环境承载 力减弱导 致 生态系统遭 到破坏
。

要杜 绝
这些现 象的发生 在开发 的同时要做到不破坏生态

、

认识生态
、

保护生态
、

达到 与自然和 谐相处
。

可持续 发展旅游原 则
,

旅游景 区 资源 的开发
、

利用 都 要
以 当地 的环 境承载 力为基础

,

在对 旅游资源 开发的 同时
,

要

坚持
“

适度
”

的原则
。

重庆 主城滨江 游憩资源 的开发和利 用

还并不完善
,

在 开发
、

利 用 时应 先制定总体规 划
,

从开发 和
利用 的程度 上 对其进 行控制

,

并科 学
、

合理采 取有效 的措 施

进行保 护使 景区 的资 源得 以续用
,

才能形成长久 的吸 引力
。

(三 ) 重庆主城滨江旅游资源利用 状况
重庆主 城滨江旅游 资源是 以建 筑与设施类 为主的历史 文

化类人文 风景旅游 景 区
,

同时也是集 山
、

水
、

林
、

泉
、

峡
、

洞等丰富的自然 旅游 景观 为一体
,

融入巴 渝文 化
、

民族文化
、

红岩文 化
、

都市文化
、 “

桥都
,'

文化等文化元素
,

并结合商业
、

科 技的发展
,

打造具 有现代化
、

科 技化及 文化 内涵的娱 乐休
闲场所

,

形 成了具有较 强 吸 引 力的旅游 目 的地
,

构成重庆 都
市滨江 区亮 丽的风景

。

重庆主 城滨江 区 的发展 主要是在 城市规划 中用 于 交通 道
路建设

、

防 洪
、

景观设计 休闲场所 等方面
,

但 是在 滨江旅 游
资源的开发利 用 上 还 存在不足

。

例 如
,

在资源 的开发利用 上

科 技投入少
,

配套的基 础设施不够 完善
,

大型 的娱乐场所 较

少 ; 在整体规划上 公 共空间不足 且不能达 到亲水平 台的要求 ;

对于 重庆 当地 民俗文化 的认识不 到位
,

尚未得 到充分 的开 发
及 利用 ; 对于 城市滨江 区 生态旅游 的规划与开 发的利用 不 明
显

。

因 此
,

在 构建重庆 主城滨江游 憩休 闲带的同时还应积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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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主城 滨 江 区

表 1 重庆主城滨江区 与其他区 域的 竞合分析
重庆主城市 区 } 西 南 地区 } 武汉市 滨江区

长 三角滨 江 区

旅游 产 品的 多 样 性 吸 引 大量

的客 源
设 施设 备 齐全

、

功 能 完 善
、

区 域广

与 都市旅游
' `

国 际旅 游节
” 、

国 际

性 峰 会
、

市 内一 日游厂 温泉 之 都

等相联 系 形 成 多元化旅 游 模式

加强 各 旅游区 域地合作
,

开

发 区域旅游线路
、

开 展 跨区

域专 线 旅游

学 习开 发 的模式
、

功 能分区 布局
,

在开 发 的 基础 上 进 一步创 新
;

体现

自身 的特点 及 优势

加 强科 技的 交 流 与 合

作
;

引进 先进的科 技及

教 育
、

培 养 高 素质 人 才

竞一作争一八口

的 将游憩休 闲的生态旅游 与可持续发 展相 结合
,

构 建绿色旅
游通道

。

二
、

重庆 主 城滨江游 憩 休 闲带构 建 的区 域竞 氰 见

表 1 )

区 域旅游 竞合是 区域 旅游业发 展 的 一 个重要 特征
,

为推
动 区 域旅游发 展

,

拓宽旅 游客源市场
,

增强 区域 竞争力 起到

积极 的 作用
。

但 是随着 区 域旅游市场 竞争 日益加 深
,

激烈 的
区 域竞争必然 会产生某些积 极和 消极 的 影响

。

各 旅游 区域之
间进行合作互补 有利于 避 免区 域旅游 市场 的 吸 引力和 综合 竞
争 力被 削弱

.

还 有利于 保 障旅游经营 者和 旅游消 费者 的 总体

利 益
。

对重庆主 城滨江游憩 休 闲旅游 资源的 研 究
,

促进 区域
竞合对重庆 主城滨江游憩休闲带的 构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三
、

重庆 主 城滨江游憩休 闲带构建 的 5OW丁 分析

( 一 )重庆 主城滨江游憩休 闲带构建的 优势 ( Srt ne 廖hs )
1

.

区 位优 势明

重庆 主城 地理位置优越
,

地处 中国 中部与西部 的 过度地
带

,

是 连接 中西 部的纽 带
,

地缘优势 明显 ; 主城通街 长 江和

嘉 陵江
;

是 中国 西部地 区 最大的水路 空 交通枢纽 ; 随着交通
的 扩建

, “

8 小时重庆
”

通达工程
、 “

半小时主城
”

畅通工程
;

为 前来重庆 度 假休闲的旅 游者提供更加 快捷 的服 务 ; 作为西
部 发展 的 中心 城市

,

从事 商贸的 客流 量大
,

为滨 江休 闲旅游
的 发 展 提供更广 的 消费群 体 ; 主城滨 江区 位于 城 市的 中心地

带且 呈 带状分布
,

范 围广
、

人流量大
、

分布集 中
。

2
.

丰富的自然
、

人文
、

社会资源
重庆 滨江区 自然

、

人文
、

社会资源 丰富
、

类型 多样
。

集 山
、

水
、

林
、

泉
、

峡
、

洞 等丰富 的自然旅 游景观 为一 体
,

滨江 区

共 有旅游景 点 70 多处
.

国 家 A4 级旅游景 区 6 个
,

全国 重 点
文 物保护 单位 3 处

,

全 国爱 国 主 义教育示范 基地 2 处
,

全 国

红 色旅游 经典 景 区 1 处
,

全 国 历 史 文化名 街 1处
;

重庆市 文
物 保护 单位 4 处

;

重 点 旅游 公 园 8处 等 8[] 。

此外
,

该 区 域 不

仅旅游资源数量众 多
、

类型多样
,

而且特殊资源荟萃 (见 表 2 o)

社会 资源主要 以直 辖市城 市品 牌和 都 市购物 为代表的都市 观
光旅游

,

以美食名 品 重庆 火锅和 美女为代表的都市风情 旅游
,

都 为滨江休 闲旅游打开广 阔市场
,

吸引大量外来游客
。

3
,

悠久的历 史文化
重庆 是我国 具有 30 00 多年悠久历 史 的文 化名 城

。

源 远流
长 的 巴 渝文 化体现 出浓厚 的 文化 底蕴

,

深入 人心
、

广泛流 传
的 民间歌舞 是巴 渝文化 的重要特 征

。

三 干多 年来
,

重庆 的 每
一 处都体现 了 中国 传统文化

。

如 在抗 战时期形成 独具特色 的
“

红岩文化
” ,

缔造
`

爱国
、

团 结
、

奋 斗
、

奉献
”

的 红岩精神 o0[]

丰厚 的 文化底 蕴为重庆主城 滨江文化 休闲带 的构 建奠 定 了 坚
实的基础

。

4
.

繁华气派的 魅力都市
重庆是 繁华气派 的魅力 都市

,

都市广场
、

新兴商业 圈
、

商业步行街 (是 中国 西部 最气派
、

规模 最大 的 步行街 ) 与滨
江旅游休 闲区构成都市亮丽 的 风景线

。

此外
;

重庆 桥梁之多
;

堪称 独一 无 二
,

有
“

桥都
”

的美誉
,

造 型各异 的 桥让前来 滨
江旅游 的游客 叹 为观止

。

表 2 重庆主城滨江区 主要旅游景点

国国 家 4A 级 旅游 景 区区 重 庆 红 岩革命 纪 念 馆
、

重庆湖 广 会馆
、

重 庆 市 规划展 览馆
、

磁器 口古 镇
、

北 温 泉 风景 区
、

洪崖 洞 民俗风貌 区区

全全 国 重 点 文物 保护 单位位 重 庆 红 岩 革 命 纪 念 馆
、

重 庆湖 广 会馆
、

桂 园园

全全国 爱 国 主 义教 育示 范基地地 重 庆红 岩 革 命 纪 念馆
、

桂园园

全全 国红色旅 游 经典 景区区 重 庆 红 岩 革 命纪 念馆馆

全全 国历 史 文化 名街街 磁器 口街区区

重重庆 市 文物保护 单位位 慈云 寺
、

宝 轮寺
、

法 国水 师兵营
、

罗汉寺等等

重重 点旅游 公园园 珊瑚公 园
、

重 庆游乐园
、

鹅 岭 公园 等等

(二 )重庆 主城滨江游憩休 闲带构建 的劣 势 (We
a k n 6 Ses )

1
.

营销观念较弱
,

营销 体制不完善
虽 然重庆主城滨江游憩休闲旅游有属 于 自己的 营销体系

,

由于 市场 营销 调研工作 做得不充分
,

部分旅游 中介 以追求 近
期 经济利 益为 目 的

,

时常出现
“

欺客
” “

宰客
”

的现象
。

又

因 为地区 民俗 文化的 差 异性
,

许多外 来旅游者难 以融入个 体
中来 使达到整 体旅游效 果较差

。

当地 的 经营者对 休闲旅游 的
认 识不到位

,

难 以把握 商机
,

掌握市 场的主动权
;

产品 的开
发 上缺少创新意识

,

结构较单 一
。

2
.

人文风景旅游景区接待量有限
;

开发 条件 受到一 定限制
由于 主城 滨江 区重 点旅游景 点 ( 重庆 红 岩革命纪念 馆

、

重 庆湖广会 馆
、

重庆市 规划展览 馆
、

桂园
、

慈云 寺等 ) 属 于

3 比 、 召 F(】又 曰
、 N 「R R 卜〔几」限5

c : :
E l J E E 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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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文化类人文 景区
,

属于 全国 及 重庆 重点重点文 物保护 单
位

。

因 此
,

每 日游客 的接待 量有一 定 的限制
,

另外 对文化资
源的保护利用 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受到一 定限制

。

3
.

缺乏 专业导游人 才
一方面

,

是导 游人员相 对紧缺
,

又 尤其是高素质
、

高级别
、

多种类 (方言导 游
、

外语导 游等 )的专业导 游人员 ; 另一 方面

主城滨 江文化旅 游资源具 有深厚 的文 化内涵
,

对于 导 游人 员
来讲

,

对悠久的 历史文化应 具有很深 的研究和 了解
。

但大 多
数导 游人员属于初级导 游

,

对滨 江区 的文 化内涵 了解不透切
,

大部 分导 游人 员讲解内容都 是浅显 的东西
,

难 以满 足旅游者
的 求知欲

、

好奇心
。

( 三 ) 重 庆 主 城 滨 江 游 憩 休 闲 带 构 建 的 机 遇

( O PP叭 u n it i巴 )
1

.

滨 江游憩休 闲旅游成 为一 种新 的休闲旅游 方式
,

产业
市场前景广 阔

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
,

居 民的可 支配收入提 高
、

闲暇 时
间增 多

,

为人们 休闲旅游提 供先决 条件
。

同时
,

游 憩休 闲旅

游成 为一 种 时代 需求
,

在忙碌 的工作 的社会压 力下
,

休 闲成
为人 们追求高质 量生活 的一 种方 式

,

是 休闲旅游发 展的必然
选择

。

2
.

政策优 势
200 5 年重庆市政府 出台了 《中共重庆市 委

、

重庆市人 民

政府 关于进 一步 加快旅游经 济发展 的决定 》
,

明确 提出把旅
游业 发展成 为全 市国 民经济 的新兴 支柱 产业

。

指 出旅游经济
发展 的总体要求

,

以优化发 展环境
、

规 范市场秩 序为重 点
,

创新 旅游管理体 制和市 场运行机 制
,

突出重 点
,

整合资源
,

各方联动
,

协 同推进
,

加快大开放
,

开拓大市场
,

发展大旅游

形 成大产业
,

促 进旅游资 源优势 向经 济优势转 化
,

全面提升
我市旅游经济的规模和市场竞争能力 1[ o0]

3
.

区域合作的开展为主城滨江休 闲带的构建扩大发 展空间
在 日趋激 烈旅游竞 争行业

,

区 域旅游要稳 定持续发 展
,

才能扩大客 源市场
,

增 强 区 域旅游 的竞争力
。

重 庆主城滨 江

旅 游的发展 同样 要抓住 区 域竞合 的机遇
,

扩大 发 展空 间
。

利
用 各种发展 机会

,

例如建立重庆
`

温泉之都
” 、

发展
`

中国
·

重
庆 山峡 国 际 旅游节

” “

重庆 山水都市 旅游节
” 91[ 等 契机 吸 引

休 闲旅游的游客
。

(四 ) 重庆主城滨江游憩休 闲带构建 的威 胁 ( 丁hr e a匕 )

1
.

周 边省 (市 ) 及地区 竞争 激烈
旅游业发 展到今天

,

已 从 自然增长 方式转 向竞争性增 长
方 式

。

重庆主城 滨江休 闲旅游的客 源市场 受到
“

天府之 国 ''

的四 川
、

四 季如 春的云南
、

贵州等省及 市内其 它 地区 一 些 重
要 旅游景点 的影响

。

如 九寨沟
、

丽 江古镇
、

香格 里 拉
、

大 足
石刻

、

小 三 峡等
。

如何加 强合作
,

调整 市场
,

显得尤为关键
。

2
.

休闲旅游相 关产业发展薄 弱

旅游业 涉及到交通
、

住宿
、

餐饮 等不 同的 部分
,

旅游 者
在休 闲旅游活动 中同样包括吃

、

住
、

行
、

游
、

购
、

娱六大要素
,

对 于这样综合 性服务需 求各部 门密 切联系配合
。

但 由于部 分
行业基础设施发展不完善

,

直接影响了 滨江休闲旅游的 发展
。

3
.

旅游者需求的多样 化
、

个 性化 增加
一 方面

,

随着 国 内旅游 快速发 展
,

旅游者消 费观念 日趋
成熟化

,

对于旅游需求更加追求多样化
、

个性化 二另 一 方面
,

国 内游客的消费者观 向西方国 家学 习
,

追求完美的 服务理念
,

消 费者决策 也 日益理性 化
。

这对 目 前重 庆主城休 闲旅游业 低

层 次
、

粗放型增长方 式提 出挑战
。

引 随 5 〔 & 「 〔工

侧
仁

研 随附
〔随~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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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重 庆 主 城 滨 江游 憩 休 闲 带 构 建 SW O丁 矩 阵
战 略 匹 配

SW To 矩 阵战 略匹 配 即是 将外部和 内部 环境 中的 关键 因

素 (包括 优势
、

劣 势
、

机遇
、

威胁 ) 在 矩阵 中列出 ! 1 1] ,

通过

组 合匹 配
,

最终 为重庆 主城滨 江游憩 休闲旅游带构 建提供 战

略 决策
。

通过 对主城休 闲带构建优 势
、

劣 势
、

机 遇
、

威胁 的
战 略匹 配 ( 见 图 1 )

,

可 以看 出主 城滨江 游憩 休 闲旅 游的 发
展 的优势明 显

,

通 过优势和机 遇的强 强 组合可 以很好扭转 劣

势
,

抵 御外界威 胁的 进入
,

消 除劣 势
,

增 强 内部优 势实现 多
元化战略

。

1
.

50 增长 型战略
重庆主城 滨江区 运用 现在 的 丰富的 旅游资源

,

以国 内外
滨 江旅 游发展 热潮

、

掌握旅 游者社会 需求等作 为发展 契机
,

进 行科 学规划 指导
,

增加机 遇
、

强 化 优势
。

坚持可 持续发展

战 略
,

坚持经 济
、

社会
、

生态 环境效益相 统一
,

使 旅游资源

达到永续利用
。

通过一 系列的宣传活 动来 塑造 重庆 旅游 形象
,

突 出 山水重庆
”

和 魅力都市
”

特 色
。

除发展 传统的 观光 旅游
、

都市旅游外
,

还大 力开发 游憩休 闲旅游产品
,

创新 产品 组合
,

以
“

两 江滨江游 憩休 闲带
”

为主线
,

打 造具有重 庆 地方特色

的休 闲旅游品 牌
,

提高产品 的 吸 引力 和独特性
。

.2 TS 多元化战略
充分发 挥 重庆 内部优 势

,

抵御外部 威胁和 转 化劣 势
。

首
先

,

在 满足旅游 者不 同需求的 同时
,

在 开发
、

决策 中融入可
持 续发 展 思想

。

其次
,

开发 前应充分 调查 其 它省 ( 市 ) 在开
发 研究滨江

、

滨 海区 的 情况
,

防止开发产品 的相 似性
,

做 到 人
无 我有

、

人有 我优
、

人优 我新
、

人新 我特
,, 。

加 强与周 边 的

区域合作
,

开拓更广 阔市场
,

实现多元化经营
。

.3WO 扭转型 战略
重庆 主城 滨江区 休 闲旅游的 发 展 要善于 借用 外部机遇

,

改 变 内部劣 势
。

借助国 内外滨江休 闲旅游发展 的 热潮
,

顺应
时 代的 需求

,

运 用 自身的 优势资源大 力 开发滨江 休闲旅游
。

针 对不同人群制 定出不 同的 旅游产 品
,

掌握现代 营销 促销手
段

、

加 大宣 传 力 度
,

重点做中 老年市 场 推广
,

同 时培育多元
化市场 结构

,

进而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
。

.4W T 防御型 战略
利用 重庆 主城滨江地 带 自身 的 内部 优势

,

抓 住机 遇改 善
外 部环境抵御 威胁

。

面对 区 域之 间竞争的 日益激 烈
,

应 以加

强区 域竞合
,

整 合旅游线 路
,

优化旅 游资源做好 宣 传促销 等
为出发 点

,

把开 发
、

管理和 市场 有机 联系 起来
,

打破行业 上

的 壁垒
,

通过不 同旅 游休 闲方式
、

地 区 间的 旅 游联合
、

跨 区

域 合作
,

组成旅 游专 线
,

推 进滨江游 憩休闲旅游 向多元化 方

向发 展
,

降 低及 避免外部 威胁的 打击
,

分散风 险
;

增加发 展
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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