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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伊犁河谷旅游业发展显著，旅游业创汇稳步增

长，但旅游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掘，旅游产业的

带动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如2007年旅游总

接待49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为6.8亿元，占GDP的

4.5％，占新疆旅游总收入的4％[1]，而仅为同期乌鲁

木齐市旅游收入的 8 ％，差别悬殊，不能不让人深

思，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旅游资源的开发程度较

低，景点“散、小、乱、差”，资源的低水平重复配置，

部分景区在空间和经营管理上分散，旅游资源和产

品的整体形象不突出，在开发过程中缺乏区域旅游

和大旅游的理念，并缺乏统一规划管理和有效的地

域整合开发措施，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产品营销各

自为政，划地为牢，形成开发无序、竞争无序和管理

无序，从而导致本区整体竞争力不强，甚至下降，致

使不能发挥其旅游整体效应和空间上的“正的近邻

效应”，在此背景下，提出整合旅游资源，提升景点

和景区档次，打响品牌，增强竞争力尤为迫切。

2 伊犁河谷旅游资源概念性评价
伊犁河谷位于新疆西部天山北麓，西部与哈萨

克斯坦交界，边界线长400多千米，包括伊宁市、霍

城县、新源县等8县1市，总面积为5.6万km2，人口

259.61万人，境内有哈萨克、汉、维吾尔等民族。伊

犁是新疆旅游大区，旅游资源类型多样，数量丰富，

根据《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伊犁河谷旅游景点

共143处[2]（表1）。丰富而独特的旅游资源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1）受惠天山，风光秀丽，素有“中

亚湿岛”和“塞外江南”的美称。（2）生物富集，自然

保护区广布，是亚洲内陆不可多得生物多样性天然

基因库，区内植物有3000余种，珍惜野生动物60余

种，建有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动植物保护区7处。（3）

民俗风情，异彩纷呈，被专家学者誉为“东方人种博

物馆”和“东西方文化荟萃之地”[3]，各民族在饮食、

服饰、居民建筑、婚葬、节日、礼节、娱乐、禁忌、民间

歌舞和生活交际等构成了自己特有的体系，伊犁河

谷民俗旅游资源在于独特——各民族内的民俗事

象为本民族所专有；在于质朴——来自民间的泥土

味，俚俗味；在于神秘——不为外人所了解；在于体

现传统——民间文化的积淀；在于氛围——其他环

境无法创造。（4）文化遗存源远流长，伊犁土地肥

沃，水草丰茂是优良的牧场。（5）东西要冲，历代为

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新北道之重镇，伊犁

河谷集于冰峰雪岭、冰川、冰川谷地、森林、草原、风

景河段、瀑布、温泉、宗教建筑、古城及古城建筑、岩

画、民俗风情等一体多元文化。伊犁河谷被评为中

国十大新天府之一，雪岭云杉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十

大森林之首，可以说，整个伊犁河谷就是一幅优美

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景观和浓郁古朴的民俗风情

立体画卷般的风景长廊。为该区域旅游业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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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伊犁河谷旅游资源基本类型

类型名称

地文景观类

水域风光类

生物景观类

古迹与建筑物

消闲求知健身类

购物类

基本类型/个

7

5

5

18

5

3

旅游景点处及典型代表

14处 蛇绿岩套、乌孙山、吉仁峡谷

21处 果子沟、赛里木湖、白石沟瀑布

30处 桦木沟、那拉提、四爪陆龟保护区

47处 夏塔古城、伊犁将军府、格登山碑

19处 林则徐纪念馆、八卦公园

12处 霍尔果斯口岸、塔西来普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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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伊犁河谷旅游资源整合条件分析
3.1 旅游资源整合必然性

3.1.1 旅游资源的普遍共生性决定了伊犁河谷的旅

游资源需要整合。该区域内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是实现整合发展的基础，受地域分异规律影响，该

区域旅游资源类型、数量、质量、结构分布都有显著

差别，资源关联性、互补性极强，功能多样，且一部

分具有垄断性地位，众多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共存

共荣，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大旅游、大产业的浪潮

使得该区域每个旅游地不再是孤立的单元，而呈现

出愈来愈强的各种共存共生的关系，为了旅游发展

和保护共同优势，实现区域内旅游一体化共生，这

就要求全面考虑区域旅游资源整体优势的基础上，

对资源结构重组和优化配置，而旅游资源在自然禀

赋以及文化内涵上的连续性、共生性，必定会打破

行业部门，行政区域的界限，客观上具有区域联合，

统筹发展的必要，在空间形态上聚集，在形象内涵

上统一。构筑多层次的功能互补的旅游产品体系

“提质增效”，实施资源与线路联动开发，形成规模

优势和经济效益，以推进本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

展[4]。

3.1.2 各县市谋求旅游发展的共识是实现整合发展

的保证。旅游业作为强关联度，高乘数效应以及较

低的市场准入度，对于伊犁河谷启动经济增长具有

重要的意义，基于这种产业发展观上的共识，该区

域各县市都把发展旅游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

战略，有力整合县市各种优势旅游资源，这种谋求

旅游大发展的趋势，必定为该区域旅游合作的耦合

联动提供重要的保证。

3.2 旅游资源整合必要性

3.2.1 旅游资源经过整合能够强化旅游主题，使旅游

形象更加鲜明。知名度高的旅游产品无不具有鲜

明的市场形象，消费者对产品的认识也是由产品的

市场形象开始的[5]，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依托

旅游资源打造旅游目的地主题和形象，将单体旅游

资源的形象整合成整体形象过程。该区域旅游资

源类型多样并且广泛分布，也就是说，该区域能够

开发多个类型，多个主题的旅游产品，但是这种“丰

富”的主题会不利于其旅游形象的树立，并且各县

市纷纷出台了各自的多个旅游主题，宣传口号众

多，导致了旅游发展理念主题不突出，个性不鲜明，

这已成为制约其旅游深层次发展的瓶颈性因素，旅

游形象和品牌成为旅游发展重要的竞争工具，只有

经过整合，统一塑造一个更具吸引力区域整体形

象，才能实现区域营销资源共享，营销队伍共享，销

售渠道共享和市场共享，实现旅游客源空间拓展，

降低区域内交易成本。

3.2.2 区域旅游资源经过整合能够增强整体实力。

该区域旅游产品普遍存在着单一，档次较低，基础

设施落后，旅游服务设施滞后，又属于经济欠发达

地区，面对旅游产业的开放性、关联性、互补性和高

投资，任何一方的单一开发都显得杯水车薪，难于

使优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造成资源不可避免的闲

置与浪费，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旅游产业“弱、小、散、

差”的现状。只有加强区域旅游整合，形成区域品

牌，能够优势互补，增强产品的功能和扩大吸引力，

实现共同发展和利益“共赢”。

4 伊犁河谷旅游资源整合开发思路构想
4.1 指导思想

“共赢”思维是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的关键，必须

树立“大旅游、大发展和大区域”的观念，提倡区域

协作精神，根据旅游市场发展规律，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整体规划，营销，统一管理，按照产业化、

规范化和品牌化的战略要求，开发互补的旅游产品

群，以提升“大那拉提景区”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从

空间、产品和品牌，交通和基础设施以及管理体制

上进行重新组合以实现旅游资源优化配置的聚集

效益，共同致力于区域旅游做大做强，使各县市获

得更大、更长远利益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4.2 空间布局

空间是事物发展的承载体，而旅游地系统也就

是旅游发展的物质载体[6]，依据陆大道“点——轴系

统理论”，由点到线到面渐进发展，突出开发区重点，

实施板块整合，以优势旅游资源整合开发为先导，逐

渐建成精品旅游景区（点），通过景区（点）整合形成

旅游线，旅游线整合形成伊犁河谷旅游圈。根据旅

游资源分布特征，景区地域组合条件，交通、区位条

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其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的空间布

局构想为3个旅游中心区，3个重点片区，3条环线通

道（表2），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区域旅游一体化共生

体系。以旅游景区为核心，以旅游节点城市为依托，

以交通干线为骨架，以产业发展为纽带，辐射带动沿

线各景点的发展，形成点、线、面有机结合，协调发展

的多层次、多功能的区域旅游地系统。

4.3 伊犁河谷特色旅游资源及产品的多向度整合开

发，创新区域线路，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旅游者对消费形式的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必定会刺激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多向度发展，该区域

旅游资源开发一定要遵循多样化和特色化相统一

的原则，以大自然原生性为依托，突出民族特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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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伊犁河谷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空间布局
旅游中心区

1.以那拉提为中心北起唐布拉景

区，南到库尔德宁，西北至果子沟

2.以伊宁市为中心，辐射周边伊宁

县、霍城县和察布查尔县

3.以霍尔果斯口岸为依托向西开放

桥头堡

重点旅游区

大那拉提草原森林

生态观光度假区

历史文化民俗风情

边境商务

支撑景区

唐布拉、恰西喀拉峻、托克

拉苏、夏塔森林冰川等

惠远古城、林则徐纪念馆、

汉家公主纪念馆等

中哈国际合作中心、中亚

五国等

功能

休闲度假、会展、漂流、森

林沐浴、探险和温泉保健

民俗风情体验、商务休闲

农事活动体验

会议会展、购物和边境旅

游等

旅游通道

草原森林交通

环线

历史文化与民

俗交通环线

国际、边境商

务交通环线

地域特色，满足旅游者多样化的个性需求，将某些

不成熟的旅游产品或市场竞争力较弱的旅游资源

依据某种产品开发理念整合起来，形成新的旅游产

品，改善市场形象，提升市场竞争力[5]。整合的核心

是确定旅游资源开发的“主题”，以行政区为主转变

成以资源为主，以区域内旅游资源为背景，以历史

文化为线索，交通为纽带，针对区域内外市场特点，

重新组合与调整现有的旅游资源格局，寻求最佳资

源配置，创新旅游产品和线路的整合，进一步丰富

区域旅游内涵，形成集聚效应。一要在对旅游市场

和整个区域资源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区域旅游资源

内在和外在精神价值，将该区域打造成“丝路绿洲、

中国西部和中亚国际生态度假胜地”。二要在服从

服务区域旅游主题品牌的基础上，结合各地的情

况，推出系列个性鲜明，互补性强的旅游精品，重点

推出自然生态旅游、民俗风情旅游、历史文化旅游、

冬节冰雪旅游和跨国边境旅游。三要根据景区实

际，构建内涵式精品旅游线路，着力打造以伊宁市、

霍城县和新源县为内核，北接赛里木湖，南连特克

斯县，东西相贯环状放射型的大区旅游线路，同时，

要创新设计多条自驾车越野游、科普游、探险游等

个性化的旅游线路，丰富旅游线路的内涵，通过多

点多级形式的联系，促成民族文化、草原文化、乌孙

文化、丝绸文化，丰富的物产及美食文化在该绿色

生态核心区域内的融合交汇，形成多元特色旅游文

化群。

4.4 整合伊犁河谷旅游形象，搭建旅游整合平台，实

现区域旅游联合促销

旅游形象是旅游者对某一旅游地的总体认识

和评价，它不仅是一种资源，更是同其区域进行旅

游竞争时的强有力工具[7]，根据安德森理论[8]，在无

法限定和改变认识主体的前提下，形象成为客体本

身各个属性的总和，而整体形象要比单个形象更丰

满，更方便人们的认识和了解。统一塑造一个更具

吸引力的区域整体形象，树立品牌，整合营销理念

的区域联合促销。

旅游形象整合反映旅游地的旅游资源文化内

涵，具有很强的文字感染力和广告宣传效果，该区

域旅游形象设计应兼顾其旅游资源的吸引向性，同

时要有前瞻性、全面性和客观性。综合区域地脉、

文脉和周边竞争关系以及客源市场需求分析的基

础上，该区域主题形象为“丝路绿洲—中国西部和

中亚国际生态度假胜地”，合理的旅游形象设计不

仅有利于整个伊犁河谷旅游资源的整合，也有利于

区域营销资源共享，同时强调营销整合中的统一计

划，营销沟通的统一口径，建立统一的旅游信息平

台，要对区域内各旅游信息进行汇集、整合和发布，

通过集中展示区域内经整合的旅游资源，旅游接待

设施和旅游产品，引入组团式采购，实现更多的旅

游“乘数效应”，最后要构建立体促销传播体系，根

据市场需求变化和特点，运用市场细分的原理，找

准目标市场，制订有效的市场策略，积极探索多种

营销方式，力求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佳的效果。

4.5 以战略联盟思想整合旅游支撑体系，实现区域

利益“共赢”

战略联盟一般是由具有共同利益关系的单位

之间为了一定的目的通过一定的方式组成联盟共

同体，旅游业的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决定

了它必须是一个资源共享的产业[9]，建立战略联盟

要破除以自我为中心的独赢思维，确立起共同利益

基础上的共赢思维，共赢思维是区域旅游一体化的

关键，首先要通过联盟整合一批旅游企业，如旅行

社、旅游餐饮企业、旅游景区、旅游娱乐公司等，组

建为大企业、旅游企业的大集团。彻底改变该区域

旅游企业小、乱、差的状况，在旅游项目、线路的安

排，旅游信息的共享方面相互合作，以获得规模经

济效益和增强市场竞争力。其次组建联合管理机

构，对区域内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进行日常管理和

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最后促使旅游要素与旅游资

源的有机整合，实现旅游要素一体化经营，形成开

发、销售、服务一体化，形成完整的区域旅游产业体

系，使区域内的旅游业真正“上规模、成体系、出品

牌”[10]，开创伊犁河谷旅游业发展良好趋势，同时对

旅游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旅游政策法规，旅游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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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旅游人力资源等的整合开发也不能忽视。

5 结语
随着旅游业形势的发展，2005年伊犁河谷启动

了“把伊犁打造成新疆重要的、在全国有影响休闲

度假旅游胜地”工程；2008年启动了用3到5年时间

把伊犁打造成为“中国西部和中亚生态度假基

地”。借此契机，本区域将在围绕自然生态游、历史

文化游、民俗风情游和跨国边境游等主题内容上加

大对区域旅游资源整合力度，使该区域尽快实现旅

游一体化互惠共生的多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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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Yili River Valley

WANG Dong-hong
（Department of Life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Yili Normal College，Kuitun，Xinjiang 833200）

Abstract: In the last few years，the tourism development is quite rapid in Yili river valley，but tourism
development gets behind with others areas by a long way. On the basis of appraising conceptually Yili river valley
tourism and analyzing objectively and really integration condi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indispensable and practicable thoughts on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Yili River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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