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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全域旅游规划的发展研究
  彭婉蓉 1  石灵玉 2

摘要：全域旅游是近年来国家大力号召并推广的全新旅游发展模
式及观念，它既是对过去旅游行业发展的一种继承与升华，也是对新

时期全民旅游时代我国旅游行业发展的新定位。全域旅游时代需要用

创新的理念、全新的业态和独特的产品去推进旅游规划的落地实施。

从全域旅游的整体架构、旅游规划的具体目标、规划设计方案的具体

落实等方面进行研究，包括全域旅游规划的全新认识、基础内容的支撑、

全域旅游的空间构建以及核心的创新理念等规划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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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的发展时代已经来临，全域旅游规划要在经济新常态下

运用创新的理念、创新的思想、创新的模式去规划全域旅游，真正地
实现“旅游 +”的新概念。

一、全域旅游规划的全新认识
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我国已经进入了全民旅游时代。而如今的

旅游市场却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趋同化，导致各地方的旅游开
发千篇一律，缺乏竞争力和吸引力。因此，一个地方的全域旅游是否
具有吸引力，核心在于能否吸引消费者前来消费。全域旅游规划必须
立足于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从市场需求出发，对不同区位、不同自然
资源、不同现状背景的区域，规划不同的旅游项目和产品，打破“同化”
束缚。

现在的旅游市场需求极其丰富、多元，人们旅游的目的不再是走
马观花的观光模式，已经升级成为集观光、休闲、娱乐、体验、养生
等于一体的多元旅游模式，旅游的出行方式也从多人的旅行团转化成
了自助游、自驾游和私人定制游，更加趋于散客化、个性化。旅游的
人群也细化成了少儿、学生、情侣、老年、女性等。因此，全域旅游
的开发要针对不同的人群和市场，立足自身的地域特色和优势，充分
利用“旅游 +”的手段，规划出具有针对性的创新产品。

二、全域旅游规划的基础支撑
全域旅游规划的开发基础包括旅游区、旅游廊的打造，旅游交通

的完善，旅游路线的制定，旅游产品的开发和旅游综合服务能力的提高。
其中旅游区和旅游廊的打造包括地区内的自然风景区、休闲度假区、
生态康养区、红色教育培训区等具有开发潜力的旅游资源。

三、全域旅游规划的发展架构
随着全域旅游的发展，人们外出旅游追求的是服务，服务就要求

各地的旅游交通网、智慧旅游网、景区服务网三合一，构建全域覆盖、
全面发展的全面性旅游发展架构。

（一）旅游交通架构
全域旅游规划中应该把重心放在架构旅游交通网络上，将地域的

交通编织成网，形成旅游环路，打破地域交通瓶颈，实现全域地区旅
游合作发展。并且形成智慧交通，配套智能公交，旅游标识指引功能，
自驾路线定制功能，以及旅游服务集散中心等系统。

（二）全域景区架构
要在过去各地独立景区的基础上，将各景区进行扩展联合，将景

区的风貌、文化、产品价值融合至整个地域，使得全域的景区化具有
整体性和系统性，并能将过去趋同化的景区功能，进行整合筛选，落
后或发展水平较差的景区进行改造升级转型，形成景区的差异化，让

全域的旅游产品更加丰富，延伸产业链条，提高服务水平和区域竞争
能力，全域范围的打造景区还可增加地区的吸引力和知名度。

（三）全域旅游智慧化
通过信息化的技术手段，将全域的旅游资源进行分析整合，然后

通过大数据云处理，为广大游客量身定做，提供适需对路的旅游产品。
让智慧旅游的信息平台能够体现全域内各地的具体人数及排名。分析
周期内前来旅游的游客数据，包括客源地的构成情况、游客指向及发
展趋势。开发出具有针对性的旅游产品。

四、全域旅游规划的核心理念
全域旅游规划的核心理念就是要实现“旅游 +”，将旅游产业与

其他业有机地结合，不仅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内容和文化元素，同时
也促进各行各业发展。它包括“旅游 +农业”、“旅游 +工业”等，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旅游业正是在蓬勃发展的时期，“旅游 +”
也越来越丰富了，不仅有以上的旅游+大产业，也融合了文化、教育、
健康、养老、休闲娱乐、健身运动等小产业。“旅游 +”的产业融合
模式具有强关联性、高渗透性以及边界模糊等特点，产业的相互交融，
为彼此提供丰富的内容产品，为全域旅游搭建了一个巨大的供需平台，
让全域旅游的实现更加的具有保障性，这也是不断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的新动力。

五、全域旅游规划的落地实施
全域旅游规划的落地实施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景区改造升级、乡

村旅游提升、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旅游等方面的建设运营。这
其中包括公共交通、公共停车场、旅游服务中心、集散中心、旅游服
务标识和公共厕所等基础设施建设；现有景区的改造升级、全新景区
的打造开发、各种功能的度假休闲区域的开发，还有美丽乡村、特色
小镇建设等。通过 PPP 公司、PPT 引导等投资平台的搭建，实现全域
旅游的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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