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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度假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四川省攀枝花红格温泉度假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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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我国温泉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研究，从其 产 品 开 发 和 资 源 环 境 保 护 等 方 面 入 手，构 建 出

适合温泉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模式。攀枝花红 格 拥 有 丰 富、稀 缺 的 温 泉 资 源，市 场 前 景 广 阔，因 此

各项目应因地制宜，选择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实现区域旅游和谐发展。

关键词：温泉度假区；可持续发展；温泉资源；四川省红格镇

中图分类号：Ｆ５９２．７（２７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４２１０（２０１３）０１－０５２－０５

　　温泉度假旅游在我国仍处于发育期，产品形态、

市场形态、结构形态、行业标准等方面均不够成熟。

对温泉资源的开发尚处喷井式的无序开发状态，存

在诸多问题，因此对资源的保护成为了开发中必须

重视的问题。建立健康、规范、典型、可持续温泉产

业发展链，探索开发科学的温泉文化旅游开发模式，

是现阶段我国温泉度假旅游发展的必要课题。

１　度假区旅游现状

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红格镇，东起金河村、西

至癞山脚下、南到垮田水库、北达干沟水库，总体规

模为９．７ｋｍ２，距市区约３０ｋｍ，Ｓ３１０省道（双向四

车道高等级公路）横穿其中。

红格温泉旅游度假区属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

干湿季分明，无霜期长达３００天，冬日阳光明媚，气

温宜人，年 平 均 气 温２１℃，海 拔 高 度１　２００～１　５００

ｍ，特色农业（水果、蔬菜）种植条件优越。温泉周围

群山环抱，芭蕉绿树成荫，附近有热带植物园，热带

植物繁茂，成片的芒果、荔枝、油茶、菠萝构成一幅南

国亚热带风光。

红格温泉为含偏硅酸的镭、氡、氟、硫化 氢 的 高

温医疗矿泉，内含６０余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微量元

素，其指数达到全国医疗矿泉标准，其中泉水里氡气

浓度为４０Ｂｑ／Ｌ左右，是全国少有的优良氡泉，对治

风湿症、关节炎等病症有显著疗效，是国内外少见的

优质复合型温泉（日本温泉专家誉为“世界罕见的温

泉”），兼具有医疗、保健、养生作用；温泉井口水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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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达５７℃，日流量２４０ｔ，且具有储量大、品质优、

特色鲜明、开发条件好等优点，尤其是温泉水在受天

气影响时，则会随水温变化呈现出清澈、淡绿、乳白

３种不同的颜色。

红格温泉经过几年的开发已初具规模，并在一

定范围内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成为本地及周

边居民周末休闲的首选区域之一。

２　旅游发展竞合分析

红格的资源在攀枝花是一流的，但其产品形式

过于单一，几乎完全围绕温泉泡浴展开，从周边农家

乐较盛可看出，市场对相关休闲产品的需求较为旺

盛，简单从泡浴产品档次区分游客消费难以得到市

场认同，中高端产品缺乏相关休闲产品支撑，是导致

目前中高端产品市场状况不佳的主要因素之一。

目前，红格对温泉资源的过度依赖也成为制约

其发展的因素之一，现有市场规模对温泉的需求已

趋于饱和，红格应该以更广阔的视角去看待自身区

域，寻求与温泉配合的新的增长极。

２．１　优势

（１）各级政府重视。近年来，中央对四川旅游工

作高度重视，特别是在“５．１２”地震之后，明确提出要

将四川建设成为“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大力扶

持生态旅 游。确 立 了 旅 游 产 业 在 四 川 经 济 社 会 发

展、富民强区中的主导产业和推动全区实现跨越式

发展的战略支撑产业地位。因此，四川省政府给予

了高度重视。

攀 枝 花 市 政 府 和 红 格 镇 政 府 也 高 度 重 视 旅 游

业，攀枝花政府着力打造“阳光生态度假旅游区”，并

将红格温泉度假作为重点对象，将旅游产业定位为

支柱产业、生态产业、文化产业；《攀枝花旅游总体策

划》中明确提出了要大力提升重要的区域旅游目的

地地位和品质，树立大旅游观念，增强旅游主导产业

地位，加快形成川西南阳光休闲度假区。各级政府

的重视为该地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２）资源禀赋高。红格温泉平均水温５７℃。一

般温泉浴水温为３８～４２℃，去除传输过程耗散导致

的温泉水温降低，温泉浴池不需要再加入太多的常

温水，使得水质保持了温泉天然的物理化学成分，保

持了温泉的“原汁原味”。红格温泉出露温泉主要有

两处，流量随着季节变幅很小，温泉流量在２４０ｍ３／

ｄ左右；温泉水温恒定，水淡黄透明，含有较 多 的 悬

浮物，具有大量的气泡和强烈的硫化氢气味。红格

温泉硫化氢含量１４．０７ｍｇ／Ｌ，偏硅酸浓度为７９．３３

ｍｇ／Ｌ，既可命名为氟温泉，也可命名为偏硅酸温泉。

从水温和水质而言，红格温泉的天然水温非常适合

做温泉浴，具有良好的药理作用，其温热可使毛细血

管扩张，促进 血 液 循 环；水 的 机 械 浮 力 与 静 水 力 作

用，可起到按摩、收敛、消肿、止痛的功能。优良资源

条件为旅游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３）后发优势。红格温泉度假区旅游虽然起步

晚，但是可以在借鉴其他地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立

足本身资源优势，扬长避短，以市场为导向，开发更

加契合市场、更加适合消费者需求的旅游产品，充分

发挥旅游业的后发优势，实现旅游业的大发展。

２．２　劣势

（１）旅游产业基础薄弱。项目所在地攀枝花市

地处四川西南部地区，交通相对闭塞；旅游业刚刚起

步，基础设施不完善，食、住、行、游、购、娱等产业要

素发展相对滞后，产业链不完善。具体表现为接待

水平低下，高素质的专业从业人员相对缺乏等。这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２）景区知名度不高。红格温泉知名度较低，对

中高档的会务旅游和自驾车游的客源市场尚未形成

稳定的吸引力，影响范围局限于区域内部，缺乏垄断

性的旅游目的地资源。温泉产品特色打造不明显，

缺乏统一的主题，没有充分挖掘当地文化内涵。温

泉地的整体设计和周边环境不协调，周边大都是低

端农家乐；缺乏有效的质量衡量和标准，如温泉水的

卫生控制问题。资源开发尚处于上升期，温泉产品

档次不高，核心产品培育还需要时间。

（３）旅游容量有限。红格温泉本身体量较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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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身处山坳之地，不利于大规模游客聚集，已开发的

浴池和未开发的资源之间的联系较为疏散，产品设

计上亦不具 有 连 贯 性，不 利 于 形 成 相 应 的 产 业 链。

整个度假区除去几片温泉宾馆区，景观显得相对单

薄，旅游产品整体感不强，现有旅游容量有限。

２．３　机遇

（１）战略性支柱产业，前景广阔。旅游业是促进

经济增长的动力产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和谐产业，

是建设生态文明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先导产业，

是深化对外开放的窗口产业。《国务院关于加快发

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

战略性支柱 产 业 和 人 民 群 众 更 加 满 意 的 现 代 服 务

业”，“大力推进旅游与文化、体育、农业、工业、林业、

商业、水利、地质、海洋、环保、气象等相关产业和行

业的融合发展”。这一意见为加快发展旅游业提供

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四川省也将旅游

业确定为六大支柱产业之一，旅游业在区域经济的

发展中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攀枝花地域广阔、人口

众多、资源丰富适合旅游，作为第三产业服务行业的

发展模式，具有不可忽视的发展契机。

（２）转型升级，高端市场成为新趋势。高端旅游

市场是促进目的地优化产品结构、提高旅游经济收

益、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市场。《中国旅游

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指出要积极开发一批高

端市场，并不断扩大高端市场规模，拓展高端旅游市

场类型，以 个 性 化 服 务 提 升 高 端 旅 游 市 场 满 意 度。

这既是旅游业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也是其自身发

展的实际需要。上述旅游市场需求及趋势的转变，

将为红格发挥阳光温泉度假旅游等自然资源的优势

带来机遇。

２．４　挑战

红格温泉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与四川境内知名度

较高的资源比较，缺乏垄断性竞争力，加上区位上的

不足，在同质竞争中容易陷于“阴影区”的屏蔽效应

或“路径依赖”的忽略效应，不具备对成熟的客源市

场形成分流的能力。度假区起步较晚，在全国旅游

发展风起云涌的２１世纪，要跻身竞争激烈的旅游市

场，其难度相当巨大。要形成知名度就需要较大的

财力和人力投入，以优秀的产品和行之有效的市场

营销战略推广占领市场。

３　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对策

３．１　保护性的温泉旅游深度开发与产品更新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当下最

受关注的新型经济体。低碳旅游作为一种全新的旅

游概念，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旅游产业升级

更新，提升旅游价值，获得更大的旅游经济、环境和

社会效益的有效途径［１］。红格温泉旅游度假区作为

攀枝花市阳光绿色旅游产业核心示范基地，应本着

发展高层次、深度休闲度假旅游的原则，在度假区的

功能分区和项目设置中最大程度地降低能耗、能测

及能度，可量化的利用温泉资源，实现度假区旅游的

可持续发展。

我国温泉地热资源丰富，开发利用已有千年历

史。红格温泉地属川西温泉分布区三大板块中凉山

－攀枝 花 中 低 温 温 泉 区，由 于 其 深 部 热 储 多 介 于

７７．７～９７．９℃，属低温水热系统，在川西温泉发展空

间结构布局中属温泉养殖种植区，虽然资源储量丰

富，但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制约，资源相对孤立，并

未有良好的周边补偿［２］。因此，开发过程中 仍 需 合

理控制开采量，对温泉资源进行有效保护，避免因过

度开发造成资源枯竭；同时加强水环境容量控制，优

化能源结构，综合、合理、保护性地开发利用温泉旅

游资源。

增加保护经费，为使红格温泉度假资源得到更

好的保护，应从开发的经费中预算出相应部分用于

资源和环境的保护。配备齐全的环保设施设备，准

确掌握度假区的排污情况，预测排水量，及时发现和

处理问题。因 此，要 合 理 预 算 排 污 费，用 好、算 好。

也可以在票价中适当地征收资源维护费，并告知游

客，让游客在消费、体验的同时也参与到资源的切实

保护当中；增加经济收入渠道，不断增加经济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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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增加旅游环境保护的投资。

进行保护性开发，伴随产品体系升级，更新原有

产品，打造低消耗、低排放系列养生度假产品，依托

攀枝花现有的阳光、森林、湖泊、鲜花等三水生态资

源，高效率利用温泉资源，建立一套集温泉ＳＰＡ、体

育训练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产品体系。

３．２　控制环境容量

环境容量是指旅游区能够吸引足够数量的旅游

者来访，并且保证来访期间的经历质量，又不至于使

当地环境和 社 会 出 现 不 可 接 受 的 消 极 变 化 的 平 衡

点。红格温泉度假区存在着旅游旺季超载现象，造

成短时间内度假区资源的不可控消耗。因此，为避

免这种情况产生，从度假区单位时间内接受的游客

人数、单位空间承载的游客人数、各个游客占有的游

览比例及其与景区的实际游览面积的比例关系的角

度出发，调查研究，获取相应数据，通过旅游区容量

临界范围界定的方法做出定量的界定，通过外部、交

通、经济等调控手段进行管理调控，增强游客体验质

量，同时对温泉度假资源实现了保护。

３．３　特色旅游产品开发中注入文化元素

我国目前大多数温泉旅游地，在开发温泉旅游

相关产品的过程中，很少注重温泉文化的挖掘及传

统文化的注入。随着社会的发展，休闲度假时代的

到来，传统的温泉沐浴，温泉疗养等旅游方式已不能

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在今后的温泉旅游开发中，

对当地文化的挖掘、注入，已成为温泉旅游开发的新

趋势。攀枝花是始建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新兴移民

城市，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不同地方文化和风情在这

里互相碰撞、影响、融合，最终兼容并蓄，衍生成了攀

枝花这个移民城市独特的韵味———“熔炉”文化。在

红格温泉度假区今后的开发过程中，应将攀枝花主

流的熔炉文化深刻注入，注重多元化、综合性产品的

开发，开发出富含文化内涵的温泉产品。从而使得

度假区的旅游产品更加丰富，使之区别于纯消耗资

源的产品线，变得更加多元化，使游客有更宽裕选择

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又减轻了核心资源的消耗度，从

而起到对资源的保护作用。

３．４　温泉旅游资源的循环利用

纵观全球对温泉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集中在休

闲旅游、医学疗养、农业及工业应用３个方面。传统

经济模式下对温泉资源的利用已显示出诸多问题，

例如盲目追求规模效益，忽视市场，后台处理草率，

以及对资源的脆弱性、区域性认识不足，因此，引进

循环经济理念充分对温泉资源进行利用，提高综合

效益具有现实可行性。

资源的循环特征具有两种循环模式：内敛式和

外拓式。温泉属于水资源的一种，具有水的基本特

性即可以 被 循 环 利 用。温 泉 的 循 环 利 用 就 是 在 其

“外拓式循环”的基础上实现废弃物的梯级利用，尽

可能减少废弃物最终处理的体量，在循环经济理念

的指导下，将温泉资源的单向、单一性开发利用模式

转变成多向、多元的开发利用模式，从而大大提高温

泉资源的利用价值，则加综合效益，实现温泉资源的

多极利用和梯级利用［３］。

３．５　注重温泉旅游人才培养

发展温泉旅游最重要的不是资金而是人才，温

泉的个性化服务需要高素质人才。因此在发展温泉

旅游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人才的培养。除了广泛

的从外界吸引具有高素质的专业服务人才，也要注

重自身管理及服务人才的培养。

３．６　实现温泉旅游资源跨区域发展

温 泉 旅 游 资 源 的 形 成 与 地 质 结 构 具 有 密 切 关

系，地质结构具有区域性、大范围性的特点，那么温

泉资源也必然具有区域性这个特性，只是在某个区

域内，存在温泉资源的多少不同而已。而目前我国

温泉资源的利用存在地域局限性，对资源的区域开

发认识不足，开发过程中只注重片区的资源开发，忽

视了对周边资源的利用及与周边开发者的合作，当

温泉资源在某范围内产生经济效益时也就意味着雷

同旅游产品在同区域内的产生，这必然会带来不利

的影响和恶性竞争，从而使温泉资源在开发过程中

遭受浪费的同时，却不见经济成效［４］。因此，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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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应站在较高的位置进行统筹规划，把本地的

产品与他地的产品进行比较，例如同处于川西地区

中低温泉的凉山地区，并协调形成互补关系，使区域

间的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合作发展，同时又可避免区

域内因受利益的引导而导致的资源分割、吸引力下

降、竞争力削弱的问题。

４　结论

开发温泉度假区必须对现状和其依托的资源环

境进行详尽的深层次的分析，从资源自身特点出发，

结合周边生态、经济、市场环境，才能系统地提出有

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度假旅游区可持续发展对策。以

此为思路，红格温泉度假区的开发，必须明确温泉资

源开发的原则和策略，树立循环经济的理念，根据温

泉资源本身的特性，开发特色旅游项目；依托攀枝花

地区地域文化，推出具有本地特色旅游产品。特别

是在开发过程中，最大程度地遵循生态尊重原则，尊

重资源本身，有 原 则，有 态 度 地 进 行 温 泉 资 源 的 开

发；同时加大开发过程及度假区的经营管理力度，营

造良好的环境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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