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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蓝岭风景道是“美国最长的一条乡村风景道” 、“美国最受喜爱的一条驾车道” ,影响力巨大 , 产品谱系具

有典型性和样板性。从宏观发展背景及条件 ,开发理念 ,以及产品谱系构成 、特征 、空间分布与成因分析等方面,

对蓝岭风景道旅游产品谱系进行较深入分析 ,揭示风景道产品谱系规律和特征 , 得出蓝岭风景道旅游产品谱系

宝贵的经验启示是:要从国家战略层面高度重视道路的交通 、景观 、文化和保护等复合功能的综合开发利用, 要

改变风景道产品开发仅仅是对道路本身开发的狭窄理念, 在综合考虑区位 、资源、客源和社会经济综合环境等因

素的前提下 ,构建具有广谱性强和丰富度高的旅游产品谱系 ,以满足市场需求 ,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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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Quoted as “ the longest countryside scenic byw ay of America” and “ the most popular

drive of America” , the Blue Ridge Road boasters its special landscape , att ractions and values.As

a result , the product pedig rees of the Blue Ridge Road serve as models and samples in the field.

After an profound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backg round and advantage , the development

principia , the pedig rees , features , spatial dist ribution and i ts cont ributing factors of the tourism

product pedigree of the Blue Ridge Road , the autho rs of this paper , reveals the regular pat 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cenic roads , w ith the illuminations that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the

multifunctional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development in relation to the transportation , tourism ,

culture and conservations f rom the nat ional strategic perspective.Taking into considerat ion of

such elements of locations , resources , tourist population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 a uni-

versal and unified pedig ree of tourist products can be const ructed to meet the market demands and

promo 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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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旅游产品谱系(Tourism Product Spectrum ,

TPS)是特定区域内旅游产品类型与具体产品项

目组合而成的层次性系统 ,是旅游区属性特征的

重要体现 ,也是旅游需求的反映。目前国内对其

研究还较为局限狭窄 ,已有研究主要是对点(面)

状旅游景点景区产品谱系的探讨 ,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结合各自的实践工作 ,对点状或面状旅游景

点景区以及特定细分市场产品谱系的构建进行探

讨[ 1-2] 。二是从旅游者需求视角 ,对产品谱系构

建 ,以及旅游目的地开发中产品谱系的重要性进

行了探讨
[ 3-4]

。由于目前国内对以风景道为代表

的线性空间旅游吸引物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对

其产品谱系的研究几乎空白。

风景道是一种路侧或视域之内 ,拥有审美风

景 、自然 、文化 、历史 、考古和游憩等价值的景观道

路。美国是风景道的发源地 、主要实践地和研发

基地 ,自 1991年以来在国家风景道计划指导下 ,

已建立了 37条泛美风景道(All American Road)

和 170 条国家风景道(National Scenic Byw ay)

(NST)。蓝岭风景道是级别最高的泛美风景道 ,

其旅游产品谱系具有典型性和样板性 ,因此 ,对其

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 、蓝岭风景道概况

蓝岭风景道位于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中部 ,

于 20世纪 30年代始建 ,到 20世纪 80 年代中期

全部建成。它贯穿北卡罗莱纳(NC)和弗吉尼亚

(VA)两个州 ,全长 469 英里(约 755千米),包括

北卡罗莱纳州段和弗吉尼亚州段 , 两段分别于

1996年和 2005年因其突出的“阿巴拉契亚文化 、

历史 、景观和游憩”内在品质而被认定为“泛美风

景道” 。蓝岭风景道是“美国最长的一条乡村风景

道” 、“美国最受喜爱的一条驾车道” ,每年有超过

2 000万名的游客来此游览 ,带动了沿线及周边

百余个县的旅游经济发展[ 5] 。

蓝岭风景道建设得益于阿巴拉契亚地区两次

大开发 。阿巴拉契亚地区沿着东北向西南绵延

2000多千米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分布 ,包括了 13

个州 399个县 ,面积约 50多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

达 2000多万。二战后的阿巴拉契亚地区 ,虽然具

备:交通区位突出 ,靠近美国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

东部各州;地域辽阔 、气候宜人 、以矿藏 、水源 、木

材和风景为四大优势的自然资源丰富;乡土风情

独特 、民风淳朴 、历史文化厚重等有利条件 ,但仍

然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为此 ,富兰克林·罗

斯福总统将阿巴拉契亚地区选为小流域综合治理

的实验场 ,约翰逊政府又把它列为“向贫困宣战”

的首选目标 ,这在美国政府的开发史上是绝无仅

有的 。美国政府 20世纪 30年代和 60 年代对其

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开发 ,并采用了“ 开发廊道”战

略和“增长极”战略 ,取得了显著成效 ,具体是:1.

实施“开发廊道”战略 ,形成了以蓝岭风景道为“成

长轴”的开发廊道;2.实施“增长极”战略 ,培植一

批经济增长中心和旅游城镇;3.以能源———电力

为突破口 ,采用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模式 ,带动工业

化进程和地区经济发展;4.利用资源优势 ,围绕

旅游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5.加强科技力量和

人才队伍建设[ 6] 。

阿巴拉契亚地区两次大开发为蓝岭风景道开

发和蓝岭旅游经济产业带形成产生了巨大的推动

和影响作用 。“开发廊道”战略的实施 ,推动了巨

大公路网络的建设 ,使蓝岭风景道成为一条“成长

轴”并辐射周边 。而地区经济“增长极”战略的实

施 ,推动了一批旅游城镇的形成 ,并逐步形成了以

蓝岭风景道为“成长轴”的旅游经济产业带及旅游

目的地。

三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 ,是依据 2010 年《蓝岭风景道

说明书和旅行计划》(Blue Ridge Parkw ay Associa-

tion ,2010)(以下简称《说明书和旅行计划》)[ 7-8] 。

它是由蓝岭风景道协会 600余家组织成员共同编

制并免费向公众发放的宣传指南 ,于 1949年始发

并每年进行更新 ,2010年已发行第 61版 ,包含了

所有组织成员所经营的旅游产业信息 ,如重要旅

游吸引物 、户外游憩活动 、住宿设施 、餐馆 、商店及

其它重要的旅游设施等等 。通过采用词频统计方

法(是对文字材料信息计量的研究方法 ,是通过对

文献关键词出现频次高低的统计 ,来反映该关键

词所代表的问题关注度的高低),作者对《说明书

和旅行计划》中涉及到的 113个旅游接待设施 ,以

及 116个县(市)内的旅游产品类型 ,进行了数据

统计 ,共计获得了 1193个研究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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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析结果

(一)风景道旅游产品谱系构成

经过对蓝岭风景道数据资料统计分析发现 ,

风景道旅游产品谱系构成与传统点面状旅游目的

地的旅游产品谱系构成有着很大差异。后者的旅

游产品谱系往往拥有一个或多个引力中心 ,如 4A

级景区 ,世界文化遗产等 ,这类产品常被比喻为龙

头产品 、拳头产品等 。而前者的旅游产品谱系中

产品类型较为分散 ,没有非常突出的龙头或拳头

产品 。以自驾车 、徒步 、自行车等长距离移动为特

征的户外旅游产品是最重要的产品类型 。

据词频统计结果 ,蓝岭风景道旅游产品谱系

由六大类产品构成(图 1)。

图 1　蓝岭风景道旅游产品谱系

　　风景道和游径产品:以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为

载体 ,在风景道与游径上开展的各类活动和项目 ,

包括自驾车 、徒步 、自行车 、骑马等 。这类产品是

风景道旅游产品谱系中的主导产品 ,也是风景道

旅游产品谱系与点(面)状景区景点等传统旅游产

品谱系最大区别所在 。

户外游憩产品:利用蓝岭旅游经济带丰富的

自然资源和多样而复杂的地形状况 ,开发包括户

外运动和体育竞技活动两大类及若干亚类的户外

运动产品 。

文化教育类产品:利用阿巴拉契亚独特而丰

富的人文旅游资源 、浓郁的乡村风情 、悠久的历史

文化和个性彰显的手工艺文化 ,开发包括民俗体

验 、修学旅游 、艺术鉴赏和文娱旅游等四大类产品

及若干亚类产品 。

娱乐休闲度假类产品:利用蓝岭旅游经济带

丰富的休闲度假资源和温泉资源 ,以及靠近人口

密集的东部各州的客源优势和旺盛的休闲度假需

求 ,开发包括娱乐 、休闲 、度假三大类及若干亚类

产品 。

观光游览产品:利用蓝岭旅游经济带独特与

奇绝的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 ,开发包括自然 、文化

和历史遗迹等的观光游览产品 。

商务会议与节庆产品:利用蓝岭旅游经济带

优越的旅游资源条件 、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极佳的

客源条件和巨大市场需求 ,开发商务 、会议 、节庆

等各类产品。

(二)风景道旅游产品谱系特征分析

采用词频统计法 ,对蓝岭风景道旅游产品谱

系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见表 1 、图 2 、图 3)。

从表 1 、图 2和图 3可见 ,风景道旅游产品谱

系特征主要是:

1.从产品谱系大类来看 ,以风景道和游径产

品为主导产品 ,产品类型多元化 ,除商务会议度假

类产品所占比例较小外 ,其他产品类型比例均匀 ,

按照所占比例大小 ,依次为:风景道和游径产品

46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年



表 1　基于词频的蓝岭风景道旅游产品谱系大类及亚类比例分析

产品类型 频次统计 所占比例/ % 产品亚类 频次统计 所占比例/ %

风景道和游径产品 368 30.85 自驾车 236 19.78

徒步 94 7.88

自行车 24 2.01

骑马 14 1.17

文化教育 223 18.69 民俗体验 79 6.62

文博旅游 62 5.20

艺术鉴赏 54 4.53

修学旅游 28 2.35

户外游憩 193 16.18 户外运动 137 11.48

体育竞技 56 4.69

娱乐休闲度假 178 14.92 营地 86 7.21

度假休闲 59 4.95

娱乐 18 1.51

聚会 15 1.26

观光旅游 138 11.48 自然观光 99 8.30

古迹观光 24 2.01

城镇观光 15 1.26

商务会议节庆 93 7.80 购物旅游 61 5.11

节庆旅游 24 2.01

会议旅游 8 0.67

总计 1193 100.00 1193 100

图 2　基于词频的蓝岭风景道旅游产品

谱系大类产品比例图

30.85%, 文化教育类 18.69%, 户外游憩类

16.18%,娱乐休闲度假类 14.92%,观光游览类

11.57%,商务会议度假类产品 7.08%。

2.从旅游产品亚类来看 ,亚类产品丰富而多

样 ,所占比例差异较大 ,具体是:

风景道和游径产品:在大类旅游产品中风景

道和游径产品所占比例为 30.85%,其中四个亚

类所占比例分别为:自驾车 19.78%;徒步

7.88%;自行车 2.01%,骑马 1.17%。说明自驾

车产品是风景道与游径产品类中的重要类型;蓝

岭风景道沿线设计了数量众多的游径 ,使徒步产

品深受游客青睐 。自行车和骑马产品相对较低 ,

主要是蓝领风景道地区多为山区 ,地形复杂崎岖 ,

不利于此类产品的开发。

文化教育类产品:在大类旅游产品中文化教

育类产品所占比例为 18.69%,其中 4个亚类所

占比例较为均匀 ,分别为:民俗体验 6.62%,文博

旅游 5.20%, 艺 术鉴 赏 4.53%, 修 学 旅游

2.35%。说明文化教育类产品也是风景道旅游产

品谱系中重要类型 ,这与蓝岭风景道所在地区阿

巴拉契亚历史文化 、民俗文化和乡村风情的丰富

和浓郁密不可分 ,也与重视文化教育类产品开发 、

宣传和展示密不可分 。

户外游憩类产品:在大类旅游产品中户外游

憩类产品所占比例为 16.18%,其中两个亚类所

占比例分别为:户外运动 11.48%, 体育竞技

4.69%。这与蓝岭风景道沿途经过大量的以森

林 、湖泊 、河流或山脉为资源特征的国家公园和森

林公园 ,便于开发滑雪 、登山 、划船等户外运动和

体育竞技产品有关 , 也与旅游者青睐这些产品

有关 。

娱乐休闲度假类产品:在大类旅游产品中娱

乐休闲度假类产品所占比例为 14.92%,其中四

个亚类所占比例分别为:营地 7.21%、度假休闲

4.95%、娱乐 1.51%、聚会 1.26%。这类产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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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例相对不均 ,以郊野营地产品和度假产品所

占比例较高 ,而分布于城镇周边的娱乐产品和聚

会产品所占比例较低 。这与蓝岭风景道地区有着

丰富的温泉资源和大量温泉度假村镇有关 ,也说

明了旅游者偏好远离城市和人工环境的郊野营地

产品 ,对娱乐产品和聚会产品等偏好较低。

观光游览类产品:在大类旅游产品中观光游

览产品所占比例为 11.57%,其中三个亚类所占

比例分别为:自然观光 8.30%,古迹观光 2.01%,

城镇观光 1.26%。亚类产品比例悬殊 ,主要是因

为蓝岭风景道地区是以自然景观为主导且风景绚

丽多姿 ,同时也应对了旅游者喜爱休闲放松 、逃避

都市生活的旅游需求 。

商务会议节庆类产品:在大类旅游产品中商

务会议节庆类产品所占比例为 7.08%,总体偏

小 ,其中三个亚类所占比例分别为:购物旅游

5.11%,节庆 2.01%,商务会议 0.67%。商务会

议旅游产品比例偏低 ,说明蓝岭风景道地区是以

自然文化资源为主导的目的地 ,商务会议旅游产

品开发较少。旅游产品开发中充分注重资源特色

和市场需求 ,注重因地制宜 ,扬长避短 、彰显主题

和特色。

图 3　基于词频的风景道旅游产品谱系亚类产品比例图

(三)旅游产品谱系空间分布规律

蓝岭风景道旅游产品谱系空间分布规律如图

4所示。

图 4　蓝岭风景道旅游产品谱系空间分布规律

1.旅游产品空间布局总体上呈“南多北少”

分布特征。这与北卡罗来纳州旅游资源相对丰

富 ,旅游业发展较早 ,重视风景道开发并较早的积

极申报“泛美风景道”等有关(北卡罗莱纳州段和

弗吉尼亚州段 ,分别于 1996 年和 2005年被指定

为“泛美风景道”)。

2.从旅游产品视角 ,不同类型旅游产品在空

间上依据资源禀赋而集聚 ,且因产品体验方式不

同也存在显著差异 ,具体是:

首先 ,风景道与游径产品以及户外游憩类产

品是风景道产品谱系中的主导产品 。该产品以动

态中感受大美为体验方式 ,空间分布上沿风景道

及周边游径系统呈线性分布 ,且与其他类型的旅

游产品相互组合 ,形成旅游产品集群 。户外游憩

类产品也主要分布在风景道沿线及周边的自然景

区 ,如蓝岭风景道弗吉尼亚段沿线的自然公园。

此外 ,户外游憩类产品往往与休闲度假产品形成

组合 ,如该产品在蓝岭风景道北卡罗来纳段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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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度假区呈密集分布。

其次 ,文化教育类产品的空间分布呈现两种

特征 ,一是相对均匀的分布在蓝岭风景道沿线 ,以

游客服务中心或小型博物馆为载体 ,游客服务中

心或小型博物馆既是旅游吸引物 ,也是了解本地

及周边的历史 、社会和自然地理信息的主要渠道。

二是在蓝岭风景道北卡罗来纳段的周边城镇 ,历

史 、民俗或艺术类旅游资源富集区 ,呈现密集分

布。这与蓝岭风景道北卡罗来纳段是阿巴拉契亚

人主要聚居区 ,人文景观旅游资源丰富 ,文化特色

鲜明 、乡村风情浓郁密切相关 。

再次 ,观光类旅游产品在蓝岭风景道南部地

区和北部地区呈相对均匀分布 。而其中的亚类则

依据旅游资源属性差异呈现分布上的不同:蓝岭

风景道弗吉尼亚段自然景观旅游资源相对丰富 ,

且自然公园 、森林公园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广布 ,

以自然观光亚类产品为主;而北卡罗来纳段人文

景观旅游资源相对突出 ,阿巴拉契亚历史文化和

乡村风情丰富而浓郁 ,古迹观赏和城镇风貌观光

两亚类产品分布广泛 。

最后 ,娱乐休闲度假类旅游产品呈相对密集

分布 ,主要分布在蓝岭风景道沿线的主题公园 、旅

游城镇;商务会议节庆类产品因数量少 ,无明显的

空间分布规律 。具体是:娱乐产品亚类主要分布

在蓝岭风景道沿线的主题公园 、旅游城镇;而休闲

度假产品亚类则主要分布在北卡罗来纳州段的温

泉度假区 、高尔夫俱乐部 、滑雪度假区 、乡村别墅 ,

这里已经发展成为美国著名的富人休闲场所 。

五 、蓝岭风景道旅游

产品谱系成因分析

　　蓝岭风景道旅游产品谱系成因主要有:

1.国家战略层面对阿巴拉契亚地区实施的

两次大开发带来的重大机遇。两次大开发实施的

“开发廊道”战略 ,建立了巨大的公路网络 ,为区域

发展提供了极好区位条件 ,同时也优化了客源区

位条件 ,这一公路网络将风景道从线性空间扩展

为覆盖 20 000平方英里的旅游经济带 ,使得旅游

者的游憩活动能够从单一的风景道 ,辐射到周边

县市和城镇 ,形成宽阔的旅游产品谱系 。

2.极佳的地理与交通区位以及巨大而旺盛

的客源需求。蓝岭风景道靠近美国发达而人口密

集的东部各州 ,拥有巨大的近距离客源市场 ,尤其

是自驾车客源市场 ,沿途与 25条国道和州际公路

相连 ,构成了巨大的交通网络 ,使得 70%美国人

用1天的车程即可抵达 ,从而促进了各类旅游产

品建设和发展 。

3.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富集 、品质优越且结

合完美 。蓝岭风景道沿途及辐射地区 ,自然和人

文旅游资源丰富且品质高 ,乡村风情独特鲜明 ,为

开发广谱性强和丰富度高的旅游产品谱系提供了

极好的资源条件 ,此外 ,旅游资源空间分布上的差

异也使得旅游产品谱系在空间分布呈现出异彩纷

呈的特征 。

4.先进的开发建设理念 。蓝岭风景道旅游

产品开发理念是以风景道为轴线辐射周边地区形

成旅游经济产业带 ,从而带来地区经济发展和脱

贫致富 ,是对风景道及其沿线辐射区域旅游资源

的整体和整合开发 ,而不是单一的对风景道本身

的开发 ,这样的开发建设理念决定了蓝岭风景道

旅游产品谱系较强的广谱性和较高的丰富度 。

六 、结论和启示

风景道旅游产品谱系与点状或面状旅游景区

景点的传统产品谱系相比较 ,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

共性主要表现在:风景道旅游产品开发不是仅仅围

绕着一条风景道路进行 ,而是要以风景道为轴线向

周边辐射 ,从而形成旅游经济带和线性旅游目的

地 ,需要遵循传统旅游产品开发规律 ,使旅游产品

谱系具有广谱性和丰富性。个性主要表现为:风景

道旅游产品谱系以风景道与游径产品为主导产品 ,

是彰显线性旅游吸引物的新型体验方式 ,在动态中

感受大美;风景道旅游产品谱系中的产品往往是组

合产品 ,沿着风景道沿线呈集群分布。

风景道产品谱系受到地区社会经济综合发展

水平 、交通网络成熟度 、交通区位和客源区位条

件 、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条件 ,以及开发建设理念

等方面的影响 ,当这些条件都是较佳时 ,风景道产

品谱系就具有很强的广谱性和丰富度 ,能够满足

多样化和巨大的市场需求 ,反之产品谱系则会狭

窄和单一 ,市场需求专项而量小。

蓝岭风景道旅游产品谱系的启示:一是从国

家战略层面要高度重视道路的交通 、景观 、文化和

保护等复合功能的综合开发利用 ,将道路及沿线

辐射地区有机整合 ,统筹兼顾 ,把道路建设成为

“开发廊道” ,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成长轴” ,

成为旅游经济产业带和线性旅游目的地 ,最终带

动地区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 (下转第 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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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　　语

人的存在 、认识 、实践都是有限的 ,有限性是

人类确证自身真实境遇的出发点 ,也是人类追求

尘世解放与现实自由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基础 ,“从

在场到不在场的超越始终不脱离时间和有限的现

实”[ 20] 。正是人的有限性逼迫人进入到对真实生

存境域的思考与追求 ,并以“日日新 、又日新”的态

度构建学习型社会 ,最终以正确的实践态度及奋

斗精神获得自由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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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改变风景道产品开发仅仅是对道路本身开发

的狭窄理念 ,要通过道路辐射至周边地区 ,在综合

考虑区位 、资源 、客源和社会经济综合环境等因素

的前提下 ,构建具有广谱性强和丰富度高的旅游产

品谱系 ,以满足市场需求 ,带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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