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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功能性分析的旅游景区转型发展研究
———以云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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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域旅游”和旅游供给侧改革的战略背景下,
 

旅游景区作为旅游核心要素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
 

因此,
 

从

旅游景区功能性角度思考旅游业转型发展有着重要研究价值.
 

在梳理旅游景区概念基础上,
 

从全要素性、
 

功能层级

性、
 

空间扩张性和时间延展性总结了旅游景区功能性特征;
 

基于全域旅游、
 

供给侧改革的发展理念提出7个基本

型、
 

28个基本类的旅游景区功能性分类方法;
 

选取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为案例,
 

划分并分析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

功能类型及其特征;
 

分析景区旅游发展趋势及问题,
 

并从旅游景区类型的多样化、
 

功能的高级化、
 

空间的骨架化、
 

联系的网络化和产品融合化等5个方面提出了景区旅游发展转型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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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游景区的功能性分析及功能分类

我国旅游业正处于旅游转型发展的矛盾凸显期,
 

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加快转变旅游发展方

式,
 

推进旅游供给侧改革,
 

虽然旅游要素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
 

然而旅游景区作为旅游的核心要素地位

依然没有改变.
1.1 旅游景区概念界定

在分析旅游景区的功能特征之前,
 

必须弄明白旅游景区基本概念是什么.
 

彭德成等[1]早在2003
年就指出旅游景区概念界定与解读是旅游理论与实践研究基础性工作;

 

谢春山等[2]也提出从旅游起

源视角分析和探讨旅游的目的(景区)基本概念.
 

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发现:
 

旅游学术界

关于旅游景区的概念各学者定义不一,
 

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认可的概念,
 

旅游类教科书和学术论文关

于旅游景区概念的表述有近十余种[3-7],
 

较有代表性如:
 

英 国 旅 游 局 将 旅 游 景 区 等 同 于 旅 游 目 的

地[8];
 

Middleton[9]将旅游景区看作是能够为游客提供某种功能的区域;
 

我国学者张凌云[10]从旅游供

给的角度界定旅游景区是为游客提供一种消磨时间或度假的方式,
 

开发游客需求,
 

为满足游客需求进

行管理,
 

并提供相应的设施和服务.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

分与评定》(GB/T17775-2003)[11]有关旅游景区定义为以旅游及其相关活动为主要功能或主要功能之

一的空间或地域,
 

对于如何准确把握全域旅游这一全新的旅游发展模式,
 

地方政府如何正确进行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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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的创建,
 

如何实现旅游景区功能深度挖掘,
 

是当前旅游学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尝试从旅

游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旅游景区入手,
 

从旅游景区功能性分析的角度思考旅游业转型发展,
 

拟对

我国旅游业转型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从中外学者对旅游景区概念界定的综合比较看,

 

大部分学者都不同程度提到旅游景区的功能性和空间

性.
 

本文对旅游景区的要素进行解析,
 

认为旅游吸引物(旅游资源)是旅游景区的核心要素;
 

依托旅游吸引

物形成的功能性特征是旅游景区的基础性要素;
 

而旅游功能在空间上的延展形成旅游景区的第三个基本要

素空间要素;
 

空间范围的演进与变换则构成旅游景区的第四重属性时间要素.
 

简单来说旅游景区包含旅游

吸引物、
 

旅游功能、
 

旅游空间和旅游时间四大要素.
 

据此本文将旅游景区定义为:
 

旅游景区是对旅游者具

有吸引力的,
 

能够满足旅游者旅游体验的具有观光、
 

研修、
 

娱乐、
 

度假、
 

休闲等多层次需求功能的时空综合

体,
 

是一个包含了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及各种有形或无形服务的地域综合体.
 

简单来说,
 

旅游景区是能够满

足旅游者多层次需求功能的时空综合体.
1.2 旅游景区的功能性分析

在既往研究中,
 

董观志[12]指出景区是指具有满足旅游者需求的特定功能,
 

空间边界明确的游乐活动场

所,
 

强调旅游景区功能和空间属性;
 

吴忠军[13]认为旅游景区是具有吸引游客前往游览的吸引物和明确划定

的区域范围,
 

能满足游客参观、
 

游览、
 

度假、
 

娱乐、
 

求知等旅游需求,
 

并能提供必要的各种附属设施和服务

的旅游经营场所,
 

强调了旅游景区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功能;
 

罗浩等[14]通过对旅游景区相关概念的比

较和梳理,
 

从景区经济属性出发提出旅游景区是旅游产品的生产单位和生产场所的观点;
 

谭益民等[15]通过

对生态旅游区的功能及所处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
 

构建了不同类型的生态旅游区的分级评价指标;
 

廖卫华

等[16]通过对旅游资源关联概念的分类与梳理,
 

以广州为案例对旅游区分类展开了讨论.
 

可见较多学者关注

旅游景区功能性研究并进行资料收集和旅游景区功能属性整理与分类工作,
 

但对于功能属性存在的内在机

理思考偏少.
 

为此,
 

本文从旅游景区要素构成角度总结了现代旅游景区的功能性特征,
 

即:
 

全要素性、
 

全新

的功能层性、
 

全方位的空间扩张性和全时域的时间延展性(图1).

图1 现代旅游景区功能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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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性:
 

旅游吸引物(旅游资源)是旅游区的核心要素,
 

全要素性包括2个层面:
 

一是树立旅游景区

全新资源观,
 

将所有的吸引物均看作是旅游资源[17],
 

例如旅游景区安静的环境、
 

清新空气质量等;
 

二是拓

展旅游要素认知,
 

即从传统“吃、
 

住、
 

行、
 

游、
 

购、
 

娱”6要素拓展为“吃、
 

住、
 

行、
 

游、
 

购、
 

娱”+“商、
 

养、
 

学、
 

闲、
 

情、
 

奇”等.

全新的功能层性:
 

功能性是旅游景区存在和发展基础性要素.
 

对旅游景区发展历程及其功能演化的梳

理发现,
 

旅游景区的功能属性具有内在层次性,
 

按照旅游景区功能形成历史脉络和地位差异,
 

可以划分为

以观光为核心的基础性功能层,
 

以休闲度假、
 

康体养生、
 

研修、
 

节事节庆、
 

娱乐体验等拓展性功能层,
 

以旅

游为核心的“旅游+”融合性功能层等3个层次(图2).

图2 旅游景区功能及其功能属性层次性

全方位的空间扩张性:
 

从旅游景区的属性解构上看,
 

旅游景区的空间属性是以旅游吸引物为原点的空

间范围及其功能属性在空间上延展的客观表现.
 

随着旅游景区功能层次提升,
 

旅游景区功能通过旅游区联

合、
 

旅游景区周边区域旅游服务功能完善和景区旅游新业态拓展3个途径逐步向外扩展.

全时域的时间延展性:
 

在全域旅游发展背景下,
 

强调全域资源时空配置,
 

强调“服务”的随时性,
 

即现

代旅游景区要求旅游景区的功能性具有全时段性和全过程服务的一致性.
 

随着旅游新业态不断加入,
 

旅游

景区功能逐步突破时间上的限制,
 

景区功能分别向旅游活动前和旅游活动后延展,
 

使得旅游景区功能在全

过程保持一致性;
 

随着新技术的加入,
 

旅游景区功能在全季节乃至向过去、
 

未来延伸,
 

从而使旅游景区体

验具有全时域时间性特征.

1.3 旅游景区的功能性分类及其特征

旅游景区的功能性分类方法较多,
 

二分法经常被用作旅游景区功能性分类[3],
 

例如将旅游景区划分为

商业性旅游区和公益性旅游区[18].
 

在全域旅游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
 

旅游景区的功能性分类,
 

必须从我国

当前旅游新常态和游客客观需求出发,
 

本文按照全域旅游、
 

供给侧改革的发展思路,
 

在分析旅游景区功能

特征及其差异基础上,
 

将旅游景区划分为7个基本型、
 

28个基本类,
 

并尝试总结旅游景区的7个基本型的

特点(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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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旅游景区的功能性分类及其特征

型 类 特     点

观光型

风景名胜区

历史遗迹

公园

主要指以参观、
 

观赏等为主要形式的自然、
 

人文景观的旅游活动场所.
 

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①
 

地域性差异显著;
 

②
 

景观复杂性;
 

③
 

景区建设成本低;
 

④
 

旅游资源依赖性强;
 

⑤
 

旅游

服务对象大众化.

研修型

国家公园

湿地公园

森林公园

博物馆

动物园

植物园

拥有丰富原始的、
 

大量独特珍稀动植物资源、
 

历史文化遗存或生态环境,
 

为旅游者或研究

群体提供科学研究、
 

科普宣传、
 

生态保护宣传为主要功能的区域.
 

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①
 

旅游服务单一性;
 

②
 

专业性较强;
 

③
 

旅游小众型;
 

④
 

旅游消费黏性低.

娱乐型

主题公园

游乐园

演艺场

运动场馆

为特定功能而专门设计建造的现代建筑物或场所,
 

它突破了旅游区对传统旅游物质性旅游

资源依赖性,
 

实现了旅游区功能多样性、
 

持续性和服务综合性.
 

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投资

高,
 

参与性和趣味性强,
 

互动性与体验性好,
 

娱乐性明显.

度假型
度假区

疗养地

以独特的旅游景观和服务项目为内容,
 

以旅游基础设施为条件,
 

以度假、
 

康体、
 

疗养为主

要功能的旅游区.
 

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①
 

对环境和设施条件依赖性强;
 

②
 

)旅游消费层次

高;
 

③
 

消费目的性强;
 

④
 

停留时间长.

城镇型

旅游小镇

古镇

古街区

旅游地产

边境旅游区

指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或者人文风情资源,
 

能够吸引旅游者前往,
 

具备一定旅游接待能

力,
 

以景区景点为核心、
 

以旅游产业为主体,
 

主要从事旅游产业活动服务的街区、
 

城镇或

旅游区.
 

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①
 

历史性与现代性并存;
 

②
 

核心吸引物以文化资源为核心;
 

③
 

服务对象广泛且旅游业态众多;
 

④
 

品牌特色显著.
 

乡村型

民族村寨

古村落

乡村庄园

指以民族村寨、
 

古村落和乡村环境为基础,
 

依托民族文化、
 

乡村景观风貌、
 

民风民情,
 

以

社区居民为文化展演主体的主题化、
 

规模化、
 

复合性、
 

现代化、
 

开放性的聚合空间.
 

一般

具有以下特征:
 

①
 

原生性与本土性并存;
 

②
 

静态与动态兼备、
 

时尚与怀旧相济;
 

③
 

村寨

背景、
 

聚落、
 

生产生活、
 

民族文化是旅游区根源;
 

④
 

社区居民是景区文化的主要展演体.
 

融合型

工业旅游点

农业旅游点

水利风景区

影视基地

现代工程

指将旅游业与工业建设、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城镇建设和现代娱乐文化产业相关要素整

合,
 

创造旅游与其他相关产业融合的新业态旅游综合体.
 

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①
 

旅游区综

合性强,
 

功能复合型;
 

②
 

旅游区业态复杂;
 

③
 

旅游区涉及领域宽、
 

层次多.
 

2 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功能类型

按照旅游景区的功能性分类方法(表1)对云南省231家A级旅游景区(截至2016年6月)进行分类(表

2),
 

并对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功能类型等级结构进行统计(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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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功能类型划分

型 类 旅  游  景  区

观光型 风景名胜区 楚雄永仁方山景区、
 

澄江禄充景区、
 

大关黄连河景区、
 

大理宾川鸡足山景区、
 

大理崇圣寺

三塔文化旅游区、
 

大理洱源茈碧湖景区、
 

大理洱源西湖、
 

大理剑川千狮山(满贤林)景区、
 

大理罗荃半岛旅游区、
 

大理南涧无量山樱花谷景区、
 

大理祥云水目山文化旅游区、
 

迪庆虎

跳峡景区、
 

迪庆天生桥景区、
 

迪庆香格里拉蓝月山谷景区、
 

佛迹仙踪芒玉峡谷旅游区、
 

富

宁驮娘江景区、
 

红河蒙自南湖公园、
 

建水燕子洞、
 

九乡风景名胜区、
 

昆明安宁青龙峡风景

区、
 

昆明轿子山、
 

昆明金殿景区、
 

昆明石林风景名胜区、
 

昆明宜良岩泉风景区、
 

丽江观音

峡景区、
 

丽江虎跳峡景区、
 

丽江拉海景区、
 

丽江泸沽湖景区、
 

丽江文笔山景区、
 

丽江玉龙

雪山景区、
 

泸西阿庐古洞、
 

陆良彩色沙林景区、
 

罗平多依河景区、
 

罗平九龙瀑布群景区、
 

梅里雪山生态热水塘景区、
 

弥勒白龙洞、
 

牟定化佛山景区、
 

普洱西盟勐梭龙潭景区、
 

丘北

普者黑景区、
 

曲靖会泽大海草山、
 

曲靖师宗菌子山、
 

腾冲叠水河景区、
 

腾冲火山国家地质

公园、
 

腾冲云峰山景区、
 

通海秀山公园、
 

文山广南八宝风景区、
 

武定狮子山、
 

香格里拉大

峡谷·巴拉格宗景区、
 

漾濞石门关景区、
 

元谋土林、
 

沾益珠江源景区

历史遗迹

沧源司岗里崖画谷、
 

茶马古道旅游区、
 

大理张家花园、
 

迪庆藏经堂景区、
 

迪庆香格里拉松

赞林景区、
 

江川古滇国文化园、
 

晋宁盘龙寺、
 

丽江白沙壁画景区、
 

丽江北岳庙(三多阁)、
 

丽江东巴王国景区、
 

丽江玉峰寺、
 

丽江玉柱擎天景区、
 

梁河南甸宣抚司署、
 

临沧凤庆石洞

寺景区、
 

临沧耿马孟定洞景佛寺景区、
 

勐海景真八角亭景区、
 

西双版纳勐泐大佛寺、
 

西双

版纳勐泐文化园、
 

昭通盐津豆沙关

公园

大理洱海公园、
 

大理蝴蝶泉公园、
 

大理上关花公园、
 

凤庆凤山公园、
 

江川碧云寺公园、
 

江

川明星鱼洞景区、
 

晋宁郑和公园、
 

景洪曼听公园、
 

开远南洞—凤凰谷旅游区、
 

丽江黑龙潭、
 

临沧花果山城森林公园、
 

临沧西门公园、
 

墨江北回归线标志园、
 

瑞丽独树成林景区、
 

石屏

焕文公园、
 

文山西华公园、
 

西双版纳打洛独树成林景区、
 

西双版纳雨林谷、
 

西双版纳热带

花卉园、
 

新平龙泉公园、
 

玉溪澄江凤山公园、
 

玉溪澄江西浦公园、
 

玉溪九龙池公园、
 

元江

世界第一高桥

研修型 国家公园 迪庆梅里雪山景区、
 

迪庆香格里拉普达措景区、
 

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黎明景区、
 

普洱国家

公园

湿地公园 迪庆纳帕海景区

森林公园

保山太保山森林公园、
 

楚雄紫溪山、
 

昆明西山森林公园、
 

临沧五老山森林公园、
 

弥渡东山

森林公园、
 

普洱小黑江森林公园、
 

瑞丽莫里热带雨林景区、
 

西双版纳望天树景区、
 

西双版

纳野象谷景区、
 

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
 

新平新化古野林、
 

易门龙泉森林公园

博物馆
楚雄元谋人博物馆、

 

楚雄州博物馆、
 

迪庆香巴拉藏文化博物馆、
 

迪庆州博物馆、
 

红河州博物

馆、
 

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
 

寻甸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
 

云南公路馆、
 

禄丰世界恐龙谷

动物园 云南野生动物园

植物园 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潞西勐巴娜西珍奇园

娱乐型 主题公园 昆明世界园艺博览园、
 

澜沧拉祜风情旅游区、
 

丽江东巴万神园、
 

丽江玉水寨景区、
 

临沧沧

源葫芦小镇、
 

普洱江城勐烈湖湿地公园、
 

普洱镇沅无量湿地公园、
 

瑞丽淘宝场、
 

师宗凤凰

谷生命文化主题公园、
 

施甸杨善洲精神教育基地、
 

云南民族村、
 

云南人家、
 

丽江东巴谷景

区、
 

丽江金塔景区、
 

丽江三股水景区、
 

昆明七彩云南景区

游乐园 昆明大观公园

演艺场 迪庆民族服饰展演中心、
 

香格里拉茶马古道金色大厅、
 

呀啦嗦民间马术演艺文化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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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2

型 类 旅  游  景  区

度假型 度假区 大理南诏风情岛、
 

红河弥勒湖泉生态园、
 

昆明经典假日谷、
 

玉溪汇龙生态园、
 

昭通水富西

部大峡谷景区、
 

中国兵器房车温泉度假中心、

疗养地

昌宁鸡飞温泉旅游度假区、
 

大理地热国、
 

个旧丫沙底瀑布温泉度假区、
 

华宁象鼻温泉度假

村、
 

龙陵邦腊掌温泉旅游度假区、
 

施甸石瓢温泉景区、
 

腾冲热海景区、
 

玉溪映月潭休闲文

化中心

城镇型 旅游小镇 楚雄彝人古镇、
 

红河弥勒可邑旅游小镇景区、
 

临沧云县头道水酒谷景区、
 

禄丰黑井古镇、
 

绿春东仰风情园、
 

腾冲和顺景区

古镇
楚雄大姚石羊古镇、

 

楚雄姚安光禄古镇、
 

大理古城、
 

大理巍山古城—巍宝山旅游区、
 

剑川

石宝山·沙溪古镇旅游区、
 

丽江古城、
 

丽江束河古镇、
 

临沧凤庆鲁史古镇

古街区 红河建水朱家花园、
 

建水文庙、
 

景东文庙、
 

昆明官渡古镇、
 

孟连土司边境旅游区、

旅游地产

大理南国城、
 

德宏芒市珠宝小镇、
 

和成·临沧生态文化创新产业园、
 

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

城、
 

昆明星耀·水乡旅游度假区、
 

昆明寻甸星河温泉旅游小镇、
 

紫云青鸟国际珠宝文化旅

游区

边境旅游区 德宏瑞丽姐告、
 

德宏畹町边关文化园

乡村型 民族村寨 沧源翁丁原始部落文化旅游区、
 

大槟榔园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村、
 

大理银都水乡新华村景

区、
 

德宏瑞丽边寨喊沙风景区、
 

漠沙大沐浴花腰傣文化生态旅游村、
 

南华咪依噜风情谷、
 

瑞丽一寨两国景区、
 

西双版纳傣族园、
 

西双版纳曼迈桑康景区、
 

西双版纳勐景来景区、
 

霞

给藏族文化旅游生态村、
 

香格里拉洋塘曲文化生态景区

古村落
凤庆古墨传统文化村落景区、

 

鹤庆边陲古寨、
 

红河建水团山古村景区、
 

石屏郑营村、
 

文山

广南世外桃源坝美景区、
 

祥云云南驿景区

乡村庄园
迪庆香格里拉娜姆措生态园、

 

昆明安宁小泉山庄、
 

昆明龙润大龙潭生态休闲园、
 

昆明石林

万家欢蓝莓庄园、
 

新平哀牢山陇西世族庄园

融合型 工业旅游点 德宏样样好翡翠文化产业园、
 

红河个旧锡文化创意产业园、
 

西双版纳南药园

农业旅游点

沧源碧丽源芒摆有机茶庄园、
 

峨山高香生态茶文化旅游区、
 

红河撒玛坝万亩梯田、
 

红河元

阳哈尼梯田景区、
 

临沧耿马孟定芒团景区、
 

普洱中华普洱茶博览苑、
 

腾冲高山乌龙茶马站

景区、
 

西双版纳茶马古道景区、
 

保山龙王塘公园

水利风景区
保山北庙湖旅游度假区、

 

普洱梅子湖公园、
 

曲靖罗平鲁布革三峡风景区、
 

文山君龙湖水利

风景区、
 

盈江凯邦亚湖游览区、
 

永德忙海湖景区、
 

云县漫湾百里长湖景区

影视基地 大理天龙八部影视城

现代工程 思小高速公路(西双版纳段)

表3 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功能类型等级结构

基本型
数量/

个

比重/

%

各等级景区数量及全省A级景区比重

5A/个 比重/% 4A/个 比重/% 3A/个 比重/% 2A/个 比重/% 1A/个 比重/%
观光型 100 43.29 3 1.3 35 15.15 19 8.23 36 15.58 7 3.03
研修型 29 12.55 2 0.87 11 4.76 4 1.73 11 4.76 1 0.43
娱乐型 11 4.76 0 0 3 1.3 0 0 8 3.46 0 0
度假型 13 5.63 0 0 5 2.16 3 1.3 5 2.16 0 0
城镇型 28 12.12 1 0.43 10 4.33 11 4.76 6 2.6 0 0
乡村型 29 12.55 0 0 6 2.6 12 5.19 10 4.33 1 0.43
融合型 21 9.09 0 0 1 0.43 7 3.03 12 5.19 1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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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旅游业转型发展的趋势与发展思路

3.1 旅游业转型发展的趋势与存在的问题

3.1.1 旅游景区功能类型以观光型为主,
 

研修型、
 

城镇型和乡村型旅游有所发展,
 

度假型与娱乐景区相对

缺乏,
 

融合型后来居上

从云南省旅游景区类型结构看,
 

观光型(100个)数量最多,
 

约占云南省A级景区总数的43.29%;
 

娱乐型

(11个)和度假型(13个)数量较少,
 

占云南省A级景区总数的比重均小于6%;
 

研修型(29个)、
 

城镇型(28
个)、

 

乡村型(29个)数量相当;
 

融合型作为一种新的旅游景区已经占到云南省A级景区的9.09%.
 

这是云南

省作为传统旅游大省在转型发展阶段必然产物,
 

究其原因主要是近年来云南省积极推进旅游产业与农业、
 

城

镇等其他产业融合发展,
 

乡村旅游、
 

城镇旅游迅速增加,
 

融合型旅游属全域旅游发展战略背景下后来居上.
3.1.2 旅游景区功能类型分布具有结构性不均衡、

 

非观光型等级质量较低的特征

从云南省旅游景区等级结构特征看,
 

观光型在4A级以上旅游景区占绝对优势,
 

3A级(包括3A级)以
下旅游景区中各类型旅游景区分布相对均衡.

 

观光性所占4A级以上旅游景区数量为38个,
 

占云南省A级

旅游景区数量的16.5%,
 

其他类型旅游景区占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的比重均低于5%;
 

从各类型旅游景区

内部构成看,
 

各类型旅游景区等级均较低,
 

其中,
 

融合型95%均为3A级(包括3A)以下等级,
 

3A级(包括

3A)以下等级旅游景区在其他类型旅游景区内部均占55%以上.
 

这一现象与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的阶段特

征密不可分.
 

在观光旅游时代,
 

观光型凭借旅游资源优势优先发展并实现旅游景区质量快速提升,
 

随着观

光旅游向休闲旅游的转变,
 

其他类型旅游景区开始出现,
 

由于其建设时间相对较短,
 

使得非观光型主要以

3A级(含3A)以下等级旅游景区为主.
 

同时,
 

观光型旅游景区由于原有体量较大,
 

转型发展仍需要一定过

程,
 

因此新型旅游景区规模和等级仍有待提高.
3.1.3 旅游景区功能类型区域差异特征明显

进一步分析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功能类型区域差异特征,
 

发现:
1)

 

各州市A级旅游景区的功能类型分布空间差异较大.
 

按照各州市拥有的A级旅游景区的功能类型

(包括基本型与基本类)复杂程度,
 

将云南省各州市A级旅游景区功能类型划分为3个等级,
 

其中旅游景区

基本型数量n>6且基本类x>15划分为丰富级,
 

基本型数量4≤n<6划分为一般级,
 

基本类数量x<3归

为简单级.
 

其丰富级(包含昆明市、
 

红河州、
 

大理州、
 

临沧市、
 

普洱市和德宏市)与一般级(包含迪庆州、
 

保

山市、
 

玉溪市、
 

西双版纳州和楚雄市)呈交叉分布特征,
 

简单级除丽江市外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东部(包括曲

靖市、
 

文山州和昭通市),
 

其中昭通市仅拥有1个基本型①.
2)

 

A级旅游景区等级结构、
 

发展水平与景区功能类型空间分布不协调.
 

据统计,
 

丽江市、
 

迪庆州和西

双版纳州等3州市4A级(含4A)以上旅游景区数量约占全省4A级(含4A)以上旅游区的32.4%,
 

但是各

州市拥有的旅游景区的功能类型均小于4.
 

临沧市、
 

保山市和德宏州3州市4A级以上旅游景区数量仅5
家,

 

但其拥有的旅游景区功能类型均大于5.
 

此外,
 

观光型旅游景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旅游发展水平较高、
 

旅游景区功能类型多为高等级A级景区的州市(包括昆明市、
 

西双版纳州、
 

大理州、
 

丽江市和迪庆州);
 

其

中保山市、
 

临沧市、
 

德宏州与红河州旅游景区功能类型较多,
 

但其景区等级较低,
 

A级旅游区等级结构、
 

旅

游发展水平与旅游景区功能类型空间分布不协调.
3.1.4 全域旅游业转型存在的问题

李金早[19]认为全域旅游是指一定区域内,
 

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
 

以旅游业带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种新的区域发展理念和模式.
 

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是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思路,
 

其实质是通过旅

游产业和相关产业的要素解析,
 

促进其他产业要素融入旅游产业发展之中,
 

促进旅游与其他产业融合,
 

延

长旅游产业发展链条,
 

进而形成全域化旅游产品和业态.
 

本文认为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路径为:
 

一是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全方位多维度提升游客体验质量;
 

二是按照全域服务理念推进旅游新业态项

目建设与培育工作,
 

优化旅游产业供给结构.
 

然而在推进过程中,
 

不少地区对发展全域旅游理解出现偏差,
 

将全域旅游等同于全域开发、
 

全域同步同质发展,
 

进而出现“撒胡椒面”式的旅游区建设,
 

过分强调“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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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大量旅游与其他产业的“捆绑式”融合,
 

阻碍全域旅游发展;
 

而传统旅游产品则存在存量多、
 

阻力

大、
 

升级慢的问题,
 

特别是旅游新业态项目建设滞后,
 

新业态项目质量不高,
 

未能突破“围墙式”景区模式

束缚,
 

成为全域旅游发展短板.
3.2 旅游业转型发展的思路

3.2.1 旅游景区类型的多样化

旅游景区类型的多样化程度是区域旅游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
 

旅游景区类型的多样化主要从总量

规模和类型结构2个方面提升:
 

一是实现旅游景区类型总量规模的合理增加,
 

即立足区域旅游发展实际,
 

宜观光则观光,
 

宜度假则度假,
 

宜融合则发展融合的旅游业态,
 

培育和发展一批旅游景区,
 

实现区域总量

规模的合理化.
 

二是实现旅游景区类型结构的调整.
 

即要改变当前旅游景区类型以观光型为主,
 

研修型、
 

城镇型和乡村型旅游有所发展,
 

度假型与娱乐景区、
 

融合景区相对缺乏的旅游景区类型结构现状,
 

结合现

有条件,
 

引导部分观光型旅游景区向其他类型旅游景区适度转型,
 

逐步增加和培育一批包括温泉、
 

滑雪、
 

演艺、
 

主题公园、
 

疗养地、
 

工业旅游点等在内的以研修型、
 

娱乐型、
 

度假型和融合型为主的等多种类型旅游

景区,
 

实现旅游景区类型结构优化.
3.2.2 旅游景区功能的高级化

旅游景区功能的高级化就是推进旅游景区功能层级的转型提升,
 

其高级化进程包括2个阶段:
 

首先是

旅游景区功能的内部全要素的提升,
 

无论是传统观光型还是融合型旅游景区均实现旅游功能的高级化转

型,
 

即促进旅游景区内部各要素相互融合发展,
 

使旅游要素从传统“吃、
 

住、
 

行、
 

游、
 

购、
 

娱”至“商、
 

养、
 

学、
 

闲、
 

情、
 

奇”实现全面融合发展,
 

促进旅游景区功能的高级化发展;
 

第二是优化区域旅游景区的基础性功能

层、
 

拓展性功能层和融合性功能层结构,
 

即增加以拓展性功能层和融合性功能层结构为主要功能的旅游景

区比重,
 

积极探索以景区为核,
 

辐射产业链两端的产业集聚化发展模式,
 

推进旅游景区内部要素及外部相

关要素的融合发展,
 

实现旅游景区功能的多要素、
 

复合型、
 

多业态发展.
3.2.3 旅游景区空间的骨架化

旅游景区空间的骨架化就是加快旅游景区主体的空间合作与融合,
 

实现旅游要素在不同景区之间重新

配置.
 

即着力培育区域内若干重点旅游景区,
 

抓好景区点、
 

小镇和旅游城镇的打造,
 

逐步形成区域旅游景

区空间核心;
 

同时,
 

注重旅游景区的交通建设,
 

依托交通干线建设实现新的旅游景区集聚,
 

形成次一级旅

游节点和轴线,
 

即若干条区域旅游发展轴线及旅游风景道.
 

构建以点为节点,
 

以线为脉络,
 

重点突出,
 

层次

分明的旅游景区“叶脉型”发展骨架.
3.2.4 旅游景区的网络化

旅游景区的网络化即借助区域内有形、
 

无形通道,
 

构成景区竞争与协作关系紧密的复杂系统.
 

联系的

网络化包含2个方面:
 

第一,
 

借助交通、
 

通讯等有形“通道”联结不同等级的旅游节点(景区景点、
 

旅游廊

道、
 

旅游区乃至旅游经济带),
 

突出表现为重要旅游节点之间的互联互通,
 

将节点、
 

廊道、
 

域面、
 

界线连接

为一体,
 

形成“网状”物质性旅游景区系统;
 

第二,
 

全域旅游产业与组织时空配置,
 

强调“产业服务”的关联

性与网络化.
 

具体就是依托旅游景区单元的关联性,
 

实现旅游景区与其他区域在旅游产业、
 

市场、
 

组织功

能方面的融合,
 

形成全域化旅游产业聚集区,
 

使各区域旅游景区达到互补、
 

协作.
3.2.5 旅游景区产品的融合化

旅游景区产品的融合化本质上就是旅游景区产品的全业态化,
 

即打破原有封闭式的产品开发模式,
 

以

旅游消费需求为驱动力,
 

衍生出新的开放式旅游产品.
 

按照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五大发展理

念,
 

系统分析其他产业融合要素特质及其与旅游产业发展链条的关系,
 

统筹推进旅游与工业、
 

农业、
 

文化、
 

体育、
 

交通、
 

海洋、
 

商务业、
 

会奖业、
 

文化娱乐业、
 

信息业、
 

修学业、
 

邮轮业、
 

营地业、
 

租车业、
 

影视业、
 

医

疗业等众多新兴业态融合发展,
 

培养旅游产品新业态,
 

实现功能叠加、
 

多重价值衍生的开放式“旅游+”旅
游产品融合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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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trategic
 

background
 

of
 

“holistic
 

tourism
 

destinations
 

development”
 

and
 

supply-side
 

reform
 

of
 

tourism,
 

the
 

status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as
 

the
 

core
 

element
 

of
 

tourism
 

remains
 

unchanged.
 

Therefore,
 

it
 

is
 

of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to
 

conside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aspects
 

of
 

tourist
 

attractions.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various
 

concepts
 

of
 

“tourist
 

attraction”,
 

the
 

authors
 

propose
 

the
 

concept
 

of
 

tourist
 

attraction
 

of
 

their
 

own.
 

The
 

functional
 

fea-
tures

 

of
 

tourist
 

attractions
 

are
 

summarized
 

from
 

the
 

aspects
 

of
 

total
 

factor,
 

functional
 

hierarchy,
 

spatial
 

expansion
 

and
 

temporal
 

extension.
 

Based
 

on
 

the
 

conceptions
 

of
 

holistic
 

tourism
 

destinations
 

development
 

and
 

supply-side
 

reform
 

of
 

tourism,
 

the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methods
 

of
 

7
 

basic
 

types
 

and
 

28
 

basic
 

cate-
gories

 

of
 

tourist
 

attractions
 

are
 

proposed.
 

The
 

Class-A
 

scenic
 

spots
 

in
 

Yunnan
 

province
 

are
 

taken
 

as
 

exam-
ples,

 

their
 

function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are
 

classified
 

and
 

analyzed,
 

and
 

their
 

tourism
 

development
 

trends
 

and
 

problems
 

are
 

discussed.
 

Finally,
 

some
 

idea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scenic
 

tourism
 

transfor-
mation

 

in
 

Yunnan
 

are
 

offered
 

from
 

thefive
 

aspects
 

of
 

diversity
 

of
 

tourist
 

attractions,
 

functional
 

sophistica-
tion,

 

spatial
 

framework,
 

networking
 

and
 

product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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