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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入全域旅游的全新理念，基于永定县域旅游发展的实际状况，对永定县发展全域旅游的必要性和现实基础进行

分析，提出永定县全域旅游发展的全新内涵，并从全域旅游的管理机制、产品体系、市场营销和服务等 4 个方面阐述永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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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ew concept of comprehensive tourism，and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Yong-
ding County of Fujian Province，the necessity and practical conditions are analyzed and a new connotation of comprehensiv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Yongding County is derived，meanwhile the management system，products system，marketing and service are pro-
posed to offer the references for the county tourism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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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地理行政单元，是县

域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开展的重要空间

载体。2002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发展壮大县域经

济，表明国家层面上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视，也掀

起了学术界对县域经济研究的热潮［1］。随着旅游

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业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加快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增加居民收入，完善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等方面作用突出，“县域旅游”成为县域经

济研究的热点，相关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为从理

论上更好地指导县域旅游的发展与深化，笔者引入

全域旅游的新理念，以福建省永定县为例，从全域

旅游的视角，探索县域旅游发展的新思路，以期对

永定县乃至其它县域旅游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县域旅游与全域旅游的内涵及其关系

( 一) 县域旅游

县域是中国特有的行政地理区域，有关县域旅

游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国内。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县域旅游的相关研究成果丰硕，研究内容集中

在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竞争力、旅游产业、开发

规划、旅游空间结构和市场等方面［2 － 14］，研究视角

囊括地理学、旅游产业链延伸、区位论、系统论和后

发优势理论等［15 － 19］，研究的内容与视角较多。关

于县域旅游的概念，樊贞和周冬梅从地域空间的角

度进行论述，认为县域经济是指发生在县域这一特

定空 间 的 旅 游 活 动 及 其 旅 游 经 济 关 系 的 总

和［17 － 18］。张金梅从产业链的角度进行阐述，认为

县域旅游是县级行政单位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以旅

游带动本地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经济产业链和经济

体系［20］。张河清等则从旅游的六要素阐述县域旅

游，指出其是由县政府、旅游部门、企业等多方参

与，依托当地资源特色，以市场为导向、旅游产品为



核心，为旅游者提供高质量旅游体验服务，集食住

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为一体的经济系统［7］。县域旅

游研究的不断深入为县域旅游发展提供了很好的

理论与实践指导，促进了县域旅游的发展。
( 二) 全域旅游

2010 年，大连市委十届七次会议提出“全域城

市化”发展战略，以指导城市未来的发展建设［21］。
之后，在大连市旅游沿海经济圈产业发展规划中，

首先明确提出了“全域旅游”的理念，以求转变发展

理念，促进大连全域城市化的建设［22］。“全域旅

游”的提出引起了旅游界的关注，但目前关于全域

旅游的研究较少，在中国知网上以“全域旅游”为关

键词搜索出的文章仅有 3 篇。吕俊芳和厉新建等

对全域旅游理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23 － 24］。其

中，吕俊芳诠释了自己对全域旅游的见解，认为其

体现的是一种现代整体发展观念，区域各方面的发

展应服务于旅游发展大局，形成全域一体的旅游品

牌形象［23］。她还对全域旅游产生的理论基础进行

论述，提出全域旅游开展所应具备的 3 个基础条

件，即社会条件、人口条件和资源条件［23］。厉新建

等也对全域旅游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其需要各

行业、各部门、全城居民共同努力，充分利用目的地

全部吸引物，开发全时空体验产品，提供全程服务，

以全面满足游客的全方位体验需求［24］。他们还指

出全域旅游理念的核心体现在“四新”上，即全新的

资源观、全新的产品观、全新的产业观和全新的市

场观，且只有从全要素、全行业、全过程、全方位、全
时空、全社会、全部门、全游客等 8 个层面加以落

实，才能实现全域旅游［24］。
( 三) 全域旅游与县域旅游的关系

纵观上述学者对县域旅游与全域旅游的研究，

笔者认为全域旅游与县域旅游存在 2 个方面的关

系: ( 1) 全域旅游为县域旅游的发展提供新的理念

指导。县域旅游的发展并不是旅游资源、旅游产业

或旅游服务等某一环节的独立发展，也不是这几个

环节的简单“加法”，而应是各个环节环环相扣的

“全域发展”。所谓的“全域”不仅仅局限于地域的

空间概念，更包含存在于该特定地域空间的旅游各

行各业、政府部门及居民等相关要素所组成的旅游

系统。全域旅游正是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整个

县域的旅游系统，并以全新的理念指导与促进县域

旅游的发展与提升。( 2) 县域旅游是全域旅游的最

好实践。全域旅游的地域范围不只是县域，市域、
省域、跨省经济圈( 带) 甚至更大的区域范围都可以

发展全域旅游。相对其它区域而言，县域地域范围

小，由行政区划分隔所造成的发展阻力小，有利于

协调区域内各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并对整个县

域的旅游环境与旅游活动进行统一掌控，从而能够

更好地践行全域旅游所蕴含的全新发展理念。

二、永定县域旅游发展概况及全域旅游

发展分析

( 一) 永定县域旅游发展概况

永定县是龙岩市辖县，位于福建省西南部，闽

粤交界的边区，总面积 2216． 3 km2，人口 49． 204 万

人( 2013 年末) ，通行闽西客家方言。永定县是著

名的革命老区、福建省八大侨乡和重点对台县之

一，也是福建省重点旅游县和对外开放旅游经济

区［25］。据笔者统计，“十一五”期间，永定县共接待

入境旅游者 35． 64 万人次，国内旅游者 785． 06 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42． 11 亿元，而在“十二五”的头
3 年中，入境旅游人数、国内旅游人数及旅游总收入

分别达到43． 90万人次、1136． 40 万人次及 83． 21 亿

元，分别比“十一五”时期增长了 23． 18%、44． 75%和
97． 60% ( 表 1) 。2013 年，全县共接待游客 433 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31． 8 亿元，分别比去年增长了
7． 2%、11． 6%，旅游带动城市和乡村居民分别增收
700 元和600 元，特别是景区群众人均增收达3500 元

以上［26］。作为不断前行中的旅游名县，永定县近年

荣获了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水利风景区、全国

旅游系统先进集体、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旅游目的地、
中国旅游总评榜“年度十大最受欢迎景区”、中国旅

游百强县、“美丽中国”十佳旅游景区、2013 年度最

受欢迎国内旅游目的地、全国最受网民欢迎的文化

旅游景区、影响世界的中国文化旅游名县名景、全

国旅游网络形象奖等称号，县域旅游发展迅猛［27］。

表 1 永定县域旅游发展状况一览表
Table 1 Tourism development in Yongding County

时期 国内旅游人数 /万人次 入境旅游人数 /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 /亿元

“十五”期间( 2001 － 2005 年) 402． 59 4． 43 11． 95
“十一五”期间( 2006 － 2010 年) 785． 06 35． 64 42． 11
“十二五”期间( 2011 － 2013 年) 1136． 40 43． 90 83． 21

资料来源: 根据永定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0 年、2011 年和 2013 年) 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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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永定全域旅游发展的必要性
1． 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永定县煤炭资

源丰富，已探明储量 4． 5 亿 t，县域经济的发展长期

依赖于以煤炭为主的矿产资源［28］。由于受宏观经

济形势下行、政策环境变化以及矿产资源的不可再

生特性等因素影响，以煤为主的资源型产业发展模

式已无法继续引领和带动整个县域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县域经济的转型发展已成必然。2013 年，永

定县地区生产总值达 168． 58 亿元，其中，第一、第

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25． 31、87． 67 和 55． 61
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例为 15． 0 ∶ 52． 0 ∶ 33． 0，

产业结构需进一步调整与优化［26］。随着大众旅游

时代的到来，以土楼世界文化遗产为核心吸引物的

县域旅游快速发展，使旅游成为调整、优化县域产

业结构，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也将

进一步促进县域旅游向全域旅游深化发展。
2． 县域旅游发展提升的需要。一直以来，永定

的县域旅游是由世界文化遗产土楼这一核心旅游

资源带动发展的，整个旅游经济对其具有极大的依

赖性。2013 年，永 定 仅 土 楼 门 票 收 入 就 已 达 到

8224 万元，比去年增长 23． 3%，围绕土楼的旅游六

要素收入更是在县域旅游总收入 中 占 有 较 大 比

重［26］。土楼世界品牌的强势效应导致县域内其它

旅游资源缺乏资金投入与规划开发，形成“马太效

应”，进而造成永定县域旅游存在以下发展问题:

( 1) 土楼一枝独秀，联动作用不强; ( 2 ) 观光产品独

大，旅游体验不足; ( 3 ) 注重单体营销，忽视整体推

广; ( 4) 缺乏配套措施，管理水平不足。县域旅游的

提升发展要求永定在今后必须加快践行全域旅游，

对县域内的旅游资源进行统筹规划与开发，设计出

多样化的旅游产品，加强土楼的联动作用，进行整

体营销。
3． 县域居民旅游休闲的需要。永定县域经济

不断发展，2013 年 GDP 已达到 168． 58 亿元，人均

GDP 为 46828 元［26］。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人均 GDP 在 1000 ～ 2000 美元时，观光型需求增长

迅速; 人均 GDP 在 2000 ～ 3000 美元时，休闲型需求

增长迅速; 人均 GDP 在 3000 美元以上时，度假型需

求增长迅速［29］。可见，永定县域居民的观光、休闲

及度假需求将快速增长。此外，永定县城镇化进程

不断加快，人口向县城集聚，城镇人口将增加，相应

农村人口将减少。城乡环境的差异激发了人们的

旅游欲望，同时伴随着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增加，城乡间双向旅游流将会不断加大。人口的城

乡结构动态变化所带来的旅游流及人们旅游需求

的增加正是永定县全域旅游发展的催化剂。
( 三) 永定县全域旅游发展的现实基础

1． 县域旅游资源的优势。旅游资源的禀赋和

品质是一个区域旅游发展的基石，永定县拥有一批

量质俱佳的旅游资源。全县旅游资源覆盖面广，但

较成熟的优质旅游资源又相对集中于几个片区，具

有“东 南 楼、西 山 水、中 北 红”的 区 域 定 性 特 征。
2008 年已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永定土楼是永

定县的核心旅游资源，具有级别高、品质佳，数量多

等特点，现 有 土 楼 2 万 多 座，遍 布 全 县 24 个 乡

( 镇) ，呈现出“全县分布、东南突出”的空间量化特

征［25］。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福建土楼“六群

四楼”中，永定就占了“三群两楼”，其中，“三群”为

洪坑土楼群、高北土楼群和初溪原生态土楼群，“两

楼”为土楼公主———振福楼和书香门第———衍香

楼。勤劳的客家人民给永定留下的不仅是独具特

色的客家民居，还有那别具一格的客家民俗风情，

如作大福、打新婚、四月八、迎花灯闹古事、迎春牛

等民俗。永定也是著名的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

资源丰富。除拥有独特的人文旅游资源外，永定还

具有秀美的山水自然风光。龙湖景区作为国家水

利风景区，山清水秀，碧波荡漾，舟行湖上，如入画

中，构筑了一幅优美的山水画卷。龙湖畔的王寿山

已被确定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山内林木葱郁，风光

秀丽。此外，永定还有东华山、燕子岩、茫荡洋等山

林资源以及下洋温泉、箭摊温泉等优质的地热资

源。雄浑的土楼风貌与优美的湖光山色东西相对，

交相辉映，形成永定“东楼西湖”的旅游发展格局，

奠定了永定全域旅游发展的坚实基础。
2． 县域旅游环境的极大改善。近年来，随着永

定旅游的不断发展，永定的旅游环境也有了质的飞

跃。永定旅游交通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除有与京

九铁路相连的福建省第三条出省通道———梅坎铁

路贯穿全县外，还投资兴建了 4 条环土楼景区的旅

游公路，大大提高了县域旅游发展的可进入性。同

时，积极整治景区环境，对景区周边山林进行绿化

改造，并在 140 个行政村开展“家园清洁行动”等，

县域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截止 2013 年底，

永定已对 4 条环景区旅游公路和 4 个土楼景区乡

镇交通主干线进行了造林绿化设计，2013 年造林面

积达 4822． 4 hm2，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73%［30］。旅

游服务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升，牵头制订并在全省

颁布实施了《福建土楼旅游服务系列标准》，采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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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分散相结合、宣讲和演练相结合、自学和互助

相结合等多种培训方式，创新全县导游、讲解员评

星评级管理机制，强化从业队伍培训教育，并与龙

岩学院联合办学，在永定县开办旅游专业大专班，

提高了从业队伍的素质。县域旅游环境的改善为

永定全域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3． 县域政府、企业、居民的积极态度。旅游的

快速发展带动了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吸纳了大量

的剩余劳动力，增加了百姓收入，弘扬与传承了传

统客家文化，改善了县域环境，给永定带来了明显

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效益，也极大地提升了政

府、企业、居民参与旅游业的热情。县政府主导编

制了《福建省永定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 2008 －
2020) 》《福建土楼永定客家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发

展规划》以及洪坑、高北、初溪、南溪等四大土楼景

区和“生态新城·养生福地”旅游黄金走廊控制性

规划等，坚持规划先行，促进全县旅游经济的发展。
永定旅游光明的发展前景吸引了大批企业在此进

行旅游投资。近年来，以县城为依托的南部“生态

新城·养生福地”旅游黄金走廊先后引进了总投资

55 亿元的影视城、总投资 32 亿元的客家古镇、总投

资 8 亿元的天子温泉、总投资 8 亿元的梦幻土楼等

体量大、投资方实力强的文化旅游项目，整个走廊

投资项目达 36 个，总投资 389 亿元［31］。当地居民

也积极投入全县旅游业的发展中，逐步转变传统的

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瞄准家乡旅游发展商机，就

地创业就业谋发展。政府掌控全局，企业积极参

与，居民热情投入是永定全域旅游发展的强力支撑

与动力源泉。

三、全域旅游视角下永定县域旅游发展

思路

( 一) 永定县全域旅游发展理念内涵

永定县全域旅游发展的理念内涵可概括为“六

新”［24］ ，即全新的发展观、全新的合作观、全新的

资源观、全新的产品观、全新的市场观以及全新的

服务观( 图 1) 。全新的发展观体现的是整体、系统

的可持续发展，它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景区景点界

限，而是以点窜线，以线带面的全域发展，最终实现

旅游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的和谐统一，形成

“社旅共和”“经旅共进”“文旅共荣”“生旅共生”的

全域发展格局; 全新的合作观指与旅游相关的全行

业、全部门、全游客等利益相关者要以旅游为统领，携

手创新合作机制与管理方式，共同促进全域旅游的

实现; 全新的资源观是指要突破传统的自然山水与

人文景观资源的局限，在社会发展与产业融合中寻

找发现区域内新的旅游吸引物; 全新的产品观是指

旅游产品的设计应充分考虑旅游吸引物的人文特

性、自然属性和时空特性，并与游客类型及游览体

验需求相切合，开发出全体验、全链条、全时空的旅

游产品; 全新的市场观指要突破以往只重外地客源

市场，而忽视本地居民休闲需求的状况，全市场覆

盖，准确把握游客的需求特征，利用全媒体营销手

段来吸引旅游者; 全新的服务观是指要将以往“非

主即客”的观念转变为“主客一家”，以接待亲人的

姿态为旅游者提供全天候、全程化的优质服务。

图 1 永定县全域旅游发展内涵图

Fig． 1 Comprehensive tourism connotation of Yongding County

( 二) 永定县全域旅游建设发展思路

在永定县全域旅游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结合永

定县旅游发展状况及全域旅游发展条件，可从以下

4 个方面打造全域旅游。
1． 政府主导，开创全域化的旅游管理合作机

制。政府主导是永定县全域旅游建设发展的重要

保障。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涉及当地社会、
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方方面面，其中利益关系错

综复杂，要实现永定旅游“社旅共和”“经旅共进”
“文旅共荣”“生旅共生”的发展目标，需要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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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作为旅游发展的牵头者，又要扮演各种利益关系

调节者的角色，引导永定旅游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为此，永定县政府应积极组织与旅游相关的“全部

门”( 如县旅游局、林业局等) 、“全行业”( 如酒店

业、住宿业、旅行社业等行业及相关协会) 、“全游

客”( 包括旅游者、商务者及当地居民等) 集思广益，

共同商讨永定县全域旅游管理合作机制，以更好地

服务于各旅游利益相关者，服从于县域旅游发展的

大局。全域化的旅游管理合作机制应能实现 2 个

目标: ( 1) 能够有效地协调县域内各旅游利益相关

者的关系，使之形成全域旅游发展的合力; ( 2) 能够

与时俱进，积极采用旅游新技术、新手段，适应时代

与旅游市场的发展变化，并能及时反馈给各相关政

府部门、企业、居民，以迅速作出反应，保持永定全

域旅游发展的时代气息。目前，永定已成立了旅游

产业发展委员会，统一指导协调全县旅游工作。在

充分发挥专家咨询委员会作用的同时，还应再积极

探索其它全域化旅游管理合作机制，如可利用智慧

旅游技术，成立永定县全域旅游发展智慧信息中

心，打造全域智慧旅游平台等，使永定县全域旅游

的发展更加现代化、智慧化。
2． 土楼引领，打造全体验、全链条、全时空旅游

产品体系。永定全域旅游的发展要从全域角度，以

土楼为引领，加强对县域旅游业态的梳理、产业的

融合及产业链的延伸，解决永定旅游业态较为单

一、产业融合不够、观光产品独大的困境，建立“全

体验”“全链条”“全时空”旅游产品体系。全体验

旅游产品的打造，要突破永定较为单一的观光旅游

业态，充分挖掘以土楼为核心的县域旅游资源，加

强与农业、工业、文化产业等的融合，使观光永定向

美食永定、休闲永定、度假永定、养生永定、文化永

定等发展。永定旅游要由“门票经济”向“链式经

济”转变，减轻对土楼等旅游资源门票收入的依赖，

发挥核心资源的综合带动效应。所谓“链式经济”
是指由旅游的食住行游购娱会康教等相关要素所

构成的旅游经济，永定要围绕县域旅游资源，做深

做广每一链式环节，开发设计出“全链条”旅游产

品。同时，永定除加强对白天旅游景观的营造和旅

游产品的设计，也需重视旅游的“月光经济”，做活

夜间旅游产品，带动夜间消费，黑白结合，打造全时

空旅游产品体系，开展全天候旅游。由全体验、全

链条、全时空旅游产品所带动发展的全体验、全链

条、全时空旅游，将推动永定全域旅游的全面发展。
3． 市场引爆，进行全媒体营销。旅游营销宣传

是一个地区提高知名度，发展旅游的重要环节。永

定旅游拥有土楼这一旅游市场强力引爆点，发挥土

楼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与县域内其它旅游资源整合

进行全媒体营销，能够很好地增强县域旅游营销内

容的厚度，提升永定旅游的内涵。全媒体营销是指

通过影视剧、旅游宣传片、宣传手册、标识图等的制

作，利用传统的电视、报纸、互联网、展销会、推介会

及新型的自媒体、微信、微博、微电影、社交网络等

宣传手段，进行全方位、多渠道、大密度地宣传推

介。目前永定创作了大型交响乐《土楼回响》、大型

原生态客家风情歌舞集《土楼神韵》和福建省首部

大型原创歌剧《土楼》等客家土楼“三部曲”，协助

或参与制作了《土楼探险》《远山的土楼》《客家妈

妈》等一批展示客家土楼、客家文化的影视作品，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可以看出永定前期的营销宣

传主要都是围绕着土楼及其所承载的客家文化开

展，未来在保持土楼、客家文化热度的同时，可适度

植入永定县域其它旅游元素，促进旅游宣传的全域

化。此外，应根据不同旅游市场的需求，利用新技

术手段，制作和设计相应的宣传资料和旅游项目

等，进行旅游市场的全覆盖营销，如针对儿童客源

市场，可制作以土楼为主题的儿童动画故事片、儿

童玩具、儿童游乐园等。为此，永定可成立专门的

全域旅游营销宣传中心，利用全媒体手段，对县域

旅游进行宣传营销，助力永定全域旅游的发展。
4． 服务规范，提供全天候、全程化旅游服务。

永定全域旅游的发展离不开优质的旅游服务，对旅

游的食住行游购娱等要素过程及旅游目的地服务

的规范化、标准化是发展趋势，为旅游者提供全天

候、全程化的旅游服务必不可少。全天候服务即不

分昼夜 24 小时提供旅游服务，而全程化服务则是

为旅游者的行前、行中、行后都提供优质的旅游服

务。旅游服务的规范依赖于政府或行业制定的各

项标准、旅游企业的服务理念及旅游服务人员的素

质。其中，政府应积极牵头或采取政企合作方式制

定各项旅游服务标准，并在全行业推广实行。旅游

企业应有自己独特的服务理念，将旅游服务做细、
做精，推动旅游服务向高标准发展。对于旅游服务

人员，企业要有规章制度进行良好的职业培训，政

府要提供相应的培训机会，高校也要提供优质的旅

游服务教育，政企校合作，共同商讨旅游服务人才

培养机制，提升服务人员的素质。因此，永定可通

过成立旅游人才培养处，创新旅游人才培养方式，

培育专业旅游队伍，同时把握“2014 中国智慧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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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契机，积极采用智慧旅游新技术，打造永定全

域智慧旅游服务中心，全天候为永定旅游者提供人

性化、标准化、智慧化的全程旅游服务，确保永定全

域旅游的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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