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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旅游资源大国，许多小城镇都具

有较高的旅游开发价值。随着我国大众化旅游时

代和休闲时代的到来，那些具有一定旅游资源、

生态环境优越但经济相对落后的旅游型小城镇的

发展，面临着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旅游型小城

镇发展要以生态环境和旅游景观资源保护为前

提，以旅游产业带动发展为基础，以提高居民生

活水平为目的。

一、新形势下的旅游型小城镇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和城镇化深

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成为近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2014

年3月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进一步明确了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

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快速提高，

旅游由少数人的奢侈消费发展成为普通百姓的

必需消费。2015年我国居民国内旅游突破41亿

人次、支出额占居民消费支出的10%，出境游

客超过1.2亿人次，接待入境游客1.3亿人次，旅

游收入4万多亿元，旅游产业对GDP综合贡献超

10.8%，旅游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10.2%。我

国正进入“大众旅游”时代，预计到2020年，

我国居民人均出游次数和旅游收入还将翻一番，

中国将成为世界头号旅游目的地和第四大旅游客

源国。

旅游产业的兴起，成了很多地方新的经济增

长点，并迅速在产业体系之中突显，成为主导产

业。“旅游兴镇”成为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模式之

一。与其他类型城镇不同，旅游型小城镇拥有着

更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它能调整产业结构；能

够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能够平衡快速的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通过发展旅游

业进一步增强环境保护的能力；为更加和谐的城

乡关系创造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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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二、旅游型小城镇发展的问题和困境
1.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不力

目前国内一些起步发展旅游的城镇，由于经济基础较差，建设管理水平有限，

对旅游资源价值认识的不足，对旅游资源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够，为了片面地追求 

GDP的快速增长，迫不及待地进行开发建设，一些地方出现了先建设、后规划或边

建设、边规划的现象，旅游资源遭到人为破坏。

部分旅游城镇在开发时，未保护好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山体和湿地，一些天

然的生物活动栖息地被破坏。大量的“农家乐”快速侵占了景观生态优越的区域，

旅游经营中产生的垃圾废水没有得到及时妥善处置，造成旅游地自然水体被严重污

染。

2.旅游发展对地方居民生活的影响

旅游城镇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大量游客会给旅游地的居民生活带来一定影

响。旅游活动带来的垃圾、噪音、交通堵塞等也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干扰。另外由

于城镇规划中往往忽略了旅游人口的服务设施需求，游客只能挤占城镇配套的医

疗、文化、娱乐、停车、绿地等公共设施，造成公共服务质量的下降。

目前国内大部分旅游城镇的旅游项目多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外来投资者开发建

设。本地农民由于经济实力较弱以及工作技能无法与外来人口竞争，大多只能从事

餐厅服务员、清洁工等较为辛苦的工作，逐渐被排斥在受益人群之外，甚至一部分

当地居民被迫迁出原居住地。旅游开发也拉高了地方的物价，不利于促进当地农民

脱贫致富。

3.配套设施不全，城镇特色不显

目前国内很多旅游城镇对游客多元的旅游需求考虑不足，配套及服务设施均

不令人满意。景区周边占道摆摊，停车场的车位少、收费管理混乱等现象普遍，

旅游景点往往缺少交通指示和景点介绍，休息座椅和公共厕所设置过少或卫生条

件差。

很多旅游城镇在旅游旺季时的游客数量往往超过当地居民，而我国《镇规划

标准》等规范对城镇设施配置只考虑了城镇常住人口的需求，没有考虑游客对城

镇公共设施和市政设施的需求。因此按照传统城镇规划的方法去配置基础设施，

往往难以满足旅游城镇的需求，导致城镇整体生活配套服务质量的下降。

长期以来，我国在城镇风貌建设上缺乏相关配套的规划指导和建设审批管

理机制。很多旅游城镇在建设中忽略了对自身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延续，盲目地模

仿一些其他地方的旅游城镇建筑形式进行改造，造成了城镇风貌与其历史传承脱

节，大大破坏了城镇原有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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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旅游型小城镇规划思路
1.体现“以人为本，公平共享”

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的核心要求，对于旅游型小城镇规划来说，应从居民的基本需求

出发，合理确定镇与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设施的布局和建设标准，形成满

足居民购物办事、休闲娱乐、教育医疗等各种活动需求的城乡居民生活圈，提高城乡居民

的生活质量。规划还应考虑如何通过旅游产业发展，增加当地居民就业机会，提高城乡居

民经济收入。

2.体现“四化同步，统筹城乡”

作为旅游型小城镇，产业发展应慎重选择工业项目，可根据地方条件，适当发展旅游

工艺品、绿色食品加工、医药产品等类型，避免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污染项目。可重点发展

旅游服务业、健康养老服务业、商贸流通业等现代服务业。同时结合国家推进实施“互联

网+”行动，发展旅游服务网上预订，实施电子商务进村工程，促进旅游业、电子商务与物

流快递业协调发展。在农业发展上，可结合旅游发展特色农产品种养、休闲农业体验、花

卉苗木种植等产业。在城镇化建设上重点要满足旅游服务设施配套和城镇特色塑造。

3.体现“优化布局，集约高效”

在镇域规划中，应根据自然环境条件、旅游发展需求和公共服务配套能力，提出合理的村屯

搬迁标准和要求，对旅游用地进行规划与控制。结合地方政策，推进生态移民，形成切实可行的

镇域居民点布局规划。在镇区规划中，应结合地形条件和发展需求，合理安排居民生活区和旅游

服务区，形成既能方便联系又互不干扰的城镇空间布局。

4.体现“生态文明，绿色低碳”

在旅游型小城镇规划中，应特别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于重点自然景观资源应划定保护

范围，协调好保护和开发的需要，提出农业生产用地、生态保护区与城镇建设用地的空间管制原

则和措施。严格控制建设污染工业项目，倡导绿色出行，改善步行、自行车出行条件。在建设上

提倡使用本土建材，发展绿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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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体现“文化传承，彰显特色”

“文化传承，彰显特色”是旅游型小城镇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在城镇规划中应加强镇村建设的特

色指引，挖掘地方历史底蕴、文化脉络和民族风情，将其作为城乡风貌的基本要素，延续和发扬地方传

统文化。规划要提出适应地方特点的特色旅游主题、特色旅游定位和特色旅游产品，实现区域性差异化

旅游发展战略。规划还应对城乡建设风貌进行总体控制，加强对传统民居形式现代化改造研究，强化新

建建筑的建筑风格控制，打造符合地方特色的城乡风貌。

6.体现“市场主导，政府引导”

旅游型小城镇往往有较为迫切的开发建设要求，因此规划应开展较为可行的项目策划，将规划成果

落实到项目当中。而旅游项目的开发往往由市场投资为主，但也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避免过度开发带

来的环境破坏。对于满足城乡居民生活需要的各类公共服务和市政配套设施则应以政府投入为主。因而

在规划当中应该通过项目的分解，区分政府和市场的职责，以项目促实施，保障规划的可实施性。

7.体现“统筹规划，分类指导”

对于旅游型小城镇规划应以环境资源保护为前提，以产业发展为基础，以城乡居民点布局为重点，

以土地利用规划为保障，通过城乡空间布局规划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

划、产业布局规划及旅游规划的“多规协调”。 同时应针对不同的村庄特点，提出不同的村庄产业发

展、生态保护、设施配套、风貌建设等发展指引。

四、旅游型小城镇规划研究重点
1.全镇域的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 

旅游资源是旅游发展的基础，而生态环境则是旅游发展的支撑，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之

间往往没有截然的界限，前者是后者可能的载体，它们在很多时候合二为一。在旅游城镇的

规划中贯入生态文明思想是旅游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法。

因此旅游城镇规划应以“生态文明，集约高效”为原则，加强旅游型小城镇在资源环境

开发和保护之间协调的研究，确定生态环境、土地和水资源、自然与文化遗产、重要旅游资

源等方面的保护与利用策略，确定提出空间管制的原则和措施。保护和综合利用镇域不同的

自然地形、地貌生态环境特点；保护城镇历史文化环境的延续性；做好城镇防灾、减灾综合

保障规划，协调好资源环境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2.旅游产业发展与扩大就业

旅游业是低碳、绿色的环境友好型产业，具有可持续发展性。作为旅游型城镇产业的

龙头，全镇域的产业发展都应该围绕旅游业进行。要利用旅游业的“吃、住、行、游、购、

娱”六大要素，要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依托旅游业带动全镇域多种产业发展，实现全镇域

产业的良性发展。

因此旅游城镇规划应以“四化同步，统筹城乡”为原则，分析旅游型小城镇的自然条

件、资源基础和发展潜力，增强城镇旅游产业支撑，明确城镇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产业发展

方向，提出三次产业长远发展的主要目的和措施。针对城镇的农业、旅游业等重要产业进行

长远分类引导，统筹镇域三次产业布局。针对城镇旅游资源分布特点，将旅游开发和村镇发

展结合，以旅游资源开发条件，分析就业人口支撑能力，确定旅游开发的用地规模，创造更

多的就业岗位，扩展农民增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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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旅游人口与用地管控

旅游城镇的游客数量往往大于地方居民，因此在城镇设施配置时，规划必须准确预测游

客规模，在常规基础设施配置标准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游客对城镇公共设施和市政设施的需

求，适当增加旅游服务配套设施用地。另外对旅游用地的规模和选择也应严格控制，避免占

用基本农田、重要生态用地和造成对旅游景观的破坏。

因此旅游城镇规划应以“优化布局，统筹规划”为原则，根据旅游资源评价，判断景区

的游客量、停留时间和设施需求，合理预测旅游人口，配套相应旅游设施，对旅游用地进行

规划与控制。旅游用地的管控应当与旅游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有关区域规划以及风景

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化宗教场所、文物保护单位等专业规划相协调，遵守国家基本建设

计划的有关规定。

4.构建以旅游服务为核心的设施体系

旅游城镇的设施体系除了常规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还包括了旅游服务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的规模和选择，在规划时应考虑同时满足居民和游客的需

求。而旅游服务设施应充分考虑旅游发展条件，在科学预测游客规模后进行合理配置。

因此旅游城镇规划应以“以人为本，公平共享”为原则，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和相关标

准对照等方式，研究游客和居民旅游、生产、生活的设施需求和活动半径，以满足旅游服务

和居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合理确定镇区、中心村和基层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

施的布局和建设标准，按照标准配置医疗、教育、卫生、文化、商业、娱乐等设施。建设城

镇一体化、均等化的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设施服务。

西西塘

圣托
里
尼

XITANG

Santorini

5.加强镇村特色的塑造

能反映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旅游城镇对游客更具吸引力。希腊的圣托里尼统一建

设蓝顶白墙的建筑，与深色的火山岩形成强烈的对比；捷克的克鲁姆洛夫小镇则是按哥

特式的风格建造，形成统一红顶白墙的城镇风貌。国内一些发展较好的旅游城镇都是特

色明确、注重特色建构的旅游小镇。如凤凰古镇主打湘西风情，苏州周庄镇主打中国第

一水乡品牌。 

因此旅游型城镇规划应以“文化传承，彰显特色”为重点，根据旅游城镇资源特

点，加强村镇建设的特色引导，打造民族文化、休闲文化、红色文化和养生文化等特色

村镇。将旅游城镇的地方文化底蕴和民族风情，引入建设规划之中，将其作为城乡风貌

的基本要素，表现出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彰显城镇的文化色彩和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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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旅游型小城镇规划内容
旅游型小城镇规划应该在规范规定的内容基础上，一方面按照新型城镇化要求，改变强镇区轻

镇域的规划思路，拓展规划的视野和内涵。重点应增加产业发展规划、城镇特色塑造、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空间管制规划、生态环境保护、镇域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镇域公用工程设施规划和

构建宜居环境等规划内容。

另一方面，规划应结合旅游型小城镇的特点，适当增加区域旅游条件分析、区域旅游协作规

划、旅游景源景点分布与评价、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旅游产业规划、旅游项目策划、旅游服务设

施规划和旅游路线规划等相关内容。并科学分析旅游用地的规划和布局，进而构建适应旅游发展的

服务设施和交通支持体系，塑造面向客源市场的城镇品牌和形象，通过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镇村的

和谐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城镇规划编制内容体系。

具有鲜明特性的旅游型小城镇，面临与一般城镇规划所不同的发展需求。依托丰富多样的旅

游资源，打造不同类型旅游产业导向型村镇，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解决“三

农”问题；有利于缓解城乡就业压力，促进当地居民增收致富，提高村镇居民物质文化生活质量；

有利于重新认识乡土资源的价值和内涵，推进城镇历史文脉和山水风貌的开发和保护，优化城镇生

态生活环境。因此，探索科学合理地开发、保护和挖掘镇村旅游资源，带动镇村特色产业的相互融

合，优化旅游型小城镇空间环境，促进旅游小城镇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我们需面对的

重要课题。

旅游城镇规划重点内容示意图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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