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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模式下桂林市旅游发展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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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全域旅游已经成为新时期的旅游发展战略，推动我国旅游
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桂林市作为我国重要的国际旅游
城市，通过在全域旅游的模式下将旅游业做大、做强。利用全域旅游进
行全盘谋划，强调“大产业”，做好“旅游+”这篇大文章，加快旅游同
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深度融合，实现桂林市旅游业整体从量的增
长向质的提升、效的扩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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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016 年 1 月 29 日，在海口召开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文

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李金早首次提出“全域旅游”发展理念，提出
要创新旅游发展模式，推动我国旅游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
游”转变。[1] 放眼国外，各国都在强化旅游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作用，强化本国旅游的国际竞争力。2017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在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旅游设
施和服务，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全域旅游。”[2]全域旅游首次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全域旅游”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预示着中
国推进“全域旅游”的步伐将更加务实、坚定。“全域旅游”成
为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 12 个新词之一，也成为人民日报盘点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 100 个新名词之一。[3] 

近年来，桂林市通过全域旅游理念，更好的发展了桂林市的
旅游业，具体体现在三个更好：更好的进行规划、更好的包装景
点、更好的推广宣传。同时，桂林市推动全域旅游工作的扎实并
有效开展，比如桂林市通过引进一批国际品牌酒店、休闲产品、
购物中心，打造全域旅游基础设施；通过建设龙脊梯田、资源八
角寨、兴安灵渠、猫儿山养生度假区等世界级旅游精品塑造全域
旅游核心环节；通过推进万达文化旅游城等一批重大项目和国际
品质的旅游服务中心，创造全域旅游保障体系。 

2.全域旅游的含义 
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

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
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
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
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
调发展理念和模式。[4] 

全域旅游不是简单的空间扩大，而是对传统旅游理念的颠
覆。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的发展，是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模
式的革命，发展路径的根本转变。[5]全域旅游的“全域”不是一
个单纯的地域概念，也不是一个平面概念、微观概念、战术概念、
短期概念，而是一个立体的、综合的、全局的、宏观的、战略的、
长远的理念。它对经济社会体制、经济发展方式、社会组织体系、
旅游管理体制、现代旅游治理机制、旅游融合发展、旅游市场综
合监管、旅游外交、文明旅游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3.桂林市全域旅游的建设情况 
将桂林市作为一个大景区进行统筹规划建设，推动旅游“多

规合一”是实现全域旅游的关键所在。桂林市以大型旅游项目为
支撑，培育桂林旅游大品牌，通过带动配套建设，推动旅游目的
地全域发展。以全域旅游引导产业融合发展，促成多产业围绕旅
游业凝聚产业集群，推动专业化生产要素的优化集聚。 

（1）加强理论培训，夯实理论基础。 
通过培训不断提升全域旅游发展人才素养，为促进全域旅游

这一新概念新理论的有效落地，对其规律有科学、完整的认识，
从广西旅游发展委员会到各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层面，邀请专家学
者对全域旅游的内涵、外延及路径等进行解读。 

一直以来桂林市都在强力推动桂林模式的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与提升工作。通过全市总结全域旅游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深
化与各省市的合作，联合组成专家组开展创建全域旅游工作调研
并进行结对指导。紧抓全市召开县域经济发展大会的契机，通过
对全域旅游示范区桂林创建模式与成果进行全方位提升与宣传
推广，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桂林品牌。 

（2）立足自身特色，发扬传统优势。 

近年来，桂林市大力实施旅游品牌提升战略，突出旅游国际
化、全域化特色，加大旅游转型升级力度。通过项目支撑，丰富
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鼓励农民旅游创业，着力营造全民参与氛
围；完善综合管理机制，着力创造最优旅游环境。通过深化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走出一条全域共建、全域共融、全域共享的发展
新路子，旅游业逐渐由“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发展模式转
变。 

让红色基因嵌入绿色生态旅游，是桂林市在实践全域旅游中
的独到做法，通过创建党群综合服务中心，增强红色旅游传统特
色。党群综合服务中心包括了乡村党政综合中心、旅游咨询，旅
游调解等功能，不仅服务于群众、游客，也服务于当地的旅游企
业，这一做法让党的执政基础更为延展、深入基层，这完全符合
全域旅游社会化管理的要求，可以丰富和充实全国全域旅游创建
的内容。  

（3）理论结合实际，注重基础建设。 
桂林市非常重视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致力于便捷交通和完

善设施等基础性工程。桂林市县区乡镇的旅游村庄都有道路到
达，停车场设施、标识系统逐步完善，旅游厕所配套齐全；坚持
旅游产品的原真性与独特性。桂林市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乡村
景观的保护，这既是乡村区别于城市的重要特征，也是其自身发
展的根基；注重乡村地区地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包括当地的民
风民俗、建筑特色、生产生活习惯、邻里之间的社会交往等；桂
林市通过加大政府扶持和财政投入，致力于全域旅游的发展，近
年来，通过建设并投入使用的桂林至阳朔的国际旅游大道、规划
自行车道和绿色道路，从而为全域旅游发展奠定了基础。 

（4）注重因地制宜，避免简单复制。 
桂林市在推进全域旅游并不是到处建景点景区、到处建宾馆

酒店，恰恰相反，全域旅游更加关注景点景区、宾馆酒店等建设
的系统性和规划布局的合理性。推进全域旅游，并不是到处进行
旅游开发。全域旅游是一种积极有效的开发性保护模式。不是所
有地区都有条件在近期实行全域旅游，全域旅游要分步推进，切
不能搞运动，不能刮风。 推进全域旅游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不可简单复制、粗暴克隆。全域旅游不可无序而为，一哄而起。
[6] 

4.结语 
目前桂林市通过推动由单一旅游市场向多角度市场转变，市

场广度进一步扩大，细分旅游市场进一步深化；通过开拓更多客
源地市场，进一步加强全域旅游的发展基础；通过贯彻落实国家
政策基础上，形成多重政策叠加的发展合力；通过在财政、土地、
投融资等方面实施支持力度更大的促进政策，增强发展活力。桂
林市通过引导全社会参与全域旅游建设，促进文明旅游，创造更
美的生活和旅游环境，优化收益分配机制，共享旅游发展红利。
加快建设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旅游信息、游客咨询服务中心、
游客休息站等服务网络，提高标准化、人性化的服务水平，全面
提升旅游企业、景区和重点旅游城镇的服务接待能力，特色魅力
乡镇和精品旅游村寨星罗棋布，有效连接起各个高品位、多类型
的景区点，以“拓景扩容、增量提质”为核心。通过一系列规划，
桂林市全域旅游有序发展的新格局初现端倪，全域旅游迎来了发
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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