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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是我国改革开放的

先行区，珠三角 9 市总面积占比

不到广东全省的 1/3，但 2020 年

人口比重占到了 61.97%，经济

总量占到了 80.83%，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达到了 115459 元，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 54809 元 ；

“十三五”时期，珠三角地区累

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0.03 万亿

元，且地区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均

7.47% 的增长速度，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8.39%。

与经济增长和人民富裕相对应的

是珠三角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珠

三角旅游业的发展又与珠三角地

区和泛珠三角地区广泛而深入的

合作密不可分。

一、珠三角旅游业发展

现状

旅游业是珠三角重要的产

业，2019 年 珠 三 角 旅 游 总 收 入

10086.68 亿 元， 占 全 省 旅 游 总

珠三角旅游合作对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的启示

收入的 66.54%，国际旅游收入

1327.82 亿元，占全省的 93.64%，

国内旅游收入 8758.86 亿元，占

全省的 63.75% ；2020 年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珠三角旅游总

收入下降为 3739.75 亿元，占全

省的比重反而上升为 79.73%，

国 际 旅 游 收 入 152.86 亿 元，

占 全 省 的 94.20%， 国 内 旅 游

收 入 3586.87 亿 元， 占 全 省 的

79.21%。“十三五”时期，珠三

角旅游业实现 3.84 万亿元总收

入，其中国内旅游收 3.32 万亿

元，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770.2 亿

美元。

二、珠三角旅游合作的

经验

（一）旅游合作规模不断发展

珠三角的发展经历了“小

珠三角”“大珠三角”“泛珠三

角”三个时期，旅游合作政策

与重点也随之发生变化。“小珠

三角”经历了 4 市 13 县，7 市 21

县到最终 9 市的过程 ；“大珠三

角”由广东、香港、澳门三地构

成 ；“泛珠三角”包括珠江流域

地域相邻、经贸关系密切的 9 省

和 香 港、 澳 门， 简 称“9+2”。

“珠三角”概念地域的不断扩大

对珠三角地区旅游合作产生了显

著的影响，旅游合作的定位和区

域不断扩大，旅游一体化的规模

不断发展。

（二）政府间的合作与推动

珠三角在政府间全力推动

旅游合作发展方面做出了卓越的

努力，如 2005 年泛珠三角 30 余

市达成旅游合作共识，2006 年

泛珠三角 9 省区签署旅游市场合

作协议，2009 年签署了旅游合

作《罗浮山宣言》，2011 年《泛

珠三角区域深化旅游合作协议》

签署，2012 年《全面推进泛珠

三角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合作协

议》签署，2014 年提出推进珠

三角旅游一体化进程和加大港澳

摘  要 ： 区域旅游合作发展是当前旅游业发展的趋势，珠三角旅游业发展所积累的经验对于京津冀

旅游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珠三角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为基础，以珠三角旅游业发展的

过程为分析对象，从合作规模不断扩大、政府间紧密合作、发挥区域优势、打造旅游品牌和强化营销与

推介等五个方面总结了珠三角旅游合作发展的经验，提出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应进行阶梯发展的战略规

划，加强京津冀三地政府间的合作，充分发挥京津冀的区位优势，打造京津冀旅游品牌，强化区域互动

与营销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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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河北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和旅游研究项目《中国三大城市群旅游业发展差异分析及京

津冀旅游协同策略研究》(HB21-YB032)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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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2020 年《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提出到

2035 年实现宜居宜业宜游的国

际一流湾区全面建成的目标。这

些文件的签署，为珠三角的旅游

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奠定

了珠三角区域旅游的快速发展。

（三）充分发挥区域优势

首先，经济优势是珠三角最

显著的区位优势。珠三角 2020

年人均生产总值为 11.55 万元，

多于长三角地区的 7.94 万元 ；

2020 年珠三角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了 5.48 万元，同样高于长

三角地区的 4.64 万元。由此可

见，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实力和人

民消费能力均处于较高的水平，

为旅游发展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

经济基础。

其次，珠三角背靠香港、

澳门，可以通过香港、澳门面向

整个东南亚，此外还有深圳这个

国际化大都市的卓越吸引力，都

为珠三角旅游发展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2019 年珠三角接待过夜

旅游者 2.92 万亿人次，其中入

境游客 3428.84 万人次，由此可

见珠三角的区位优势为旅游业所

带来的收益。

再次，珠三角的广州、深

圳和香港均是全国性的交通枢

纽，发达的交通体系为珠三角旅

游合作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2019 年国内首条城际地铁“广

佛地铁”的开通，为珠三角的交

通网线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轨道交通线网的“内通外联”为

珠三角旅游合作发展增加了助

力，而“一张网、一张票、一串

城”的湾区轨道交通新模式，在

引领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同

时也必将对旅游合作发展提供更

多的助力。

最后，珠三角得天独厚的

地理位置，使其拥有世界一流的

港口。据统计，2015 年珠三角

湾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3 万亿

美元，是旧金山湾区的 2 倍 ；进

出口贸易额约 1.5 万亿美元，是

东京湾区的 3 倍以上 ；区域港口

集装箱吞吐量达 7200 万标箱，

是世界三大湾区总和的 5.5 倍。

世界一流的港口也促进了旅游业

的发展，目前大珠三角区域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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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广州、深圳、香港 3 座邮轮

码头，构成了具有极强辐射能力

和产业影响力的“3 小时邮轮经

济圈”，促进了邮轮旅游的合作

与发展。

（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

2001 年广东省就提出了以

珠三角为核心和基础，打造凸现

区域性乃至国际性的旅游精品和

旅游品牌的策略，有效推动了珠

三角旅游业发展 ；2006 年中珠

澳（中山、珠海、澳门）组成旅

游联盟进行联合推广，正式迈出

了珠三角地区“旅游一体化”试

验的第一步 ；2015 年《广东省

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

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出了打造旅

游合作品牌的战略。珠三角是珠

三角旅游的最大品牌，而珠三角

区域内各种具体品牌的打造与实

施，对于促进珠三角旅游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助力，为珠三角旅游

合作提供了新的方式。

（五）强化营销与推介

自 2005 年开始的“广东国

际旅游文化节暨泛珠三角旅游推

介大会”已经成为泛珠三角共同

推介旅游资源、打造共同旅游

品牌的盛会，对于提升珠三角

旅游发展与合作起到了不可忽

视的作用。再如 2018 年“有福

之州·幸福之城”福州旅游推介

会，2019“锦绣潇湘”湖南文化

旅游推介，2020 年佛山南山镇

金秋旅游推介会等地域性的旅

游推介等活动为珠三角和泛珠

三角旅游增添了活力。此外，

像 2009 年广东省旅游局主办的

2000 名广州游客分赴佛山、肇

庆、江门等 8 市旅游的“珠三角

城际旅游大联动”，迈出了珠三

角地区旅游一体化试验的第一

步，推动了珠三角旅游合作发展。

三、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

策略

（一）进行阶梯发展的战略

规划

珠三角地区“小珠三角”“大

珠三角”“泛珠三角”的合作发

展模式为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借鉴。京津冀旅游协

同应该制定阶梯发展的战略规

划，在当前以及未来一定时间内

将精力放在京津冀旅游内部各要

素的协同、促进与激活，当京津

冀旅游协同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

分别启动环渤海区域旅游协同、

东北亚地区旅游协同战略，推动

京津冀旅游协同规模与内涵的不

断扩张，促进京津冀旅游协同的

持续发展。

（二）加强京津冀三地政府

间的合作

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需要

三地政府之间展开深入的合作。

首先，应当进行旅游协同发展的

顶层设计，为京津冀旅游协同发

展搭好框架 ；其次，充分发挥三

地旅游部门的牵头作用，通过协

商、交流、活动推动促进京津冀

旅游协同的展开 ；再次，充分发

挥市场作用，有效推动京津冀旅

游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旅游要素

的流动与优化、旅游合作的深入

与拓展 ；最后，重视旅游人才的

培养，充分发挥人才资本在产业

发展中的能动作用，为京津冀旅

游协同发展注入活力。

（三）充分发挥京津冀的区

位优势

发挥自身优势是京津冀旅游

协同发展的要义。京津冀的区位

优势体现在便捷的交通网络、庞

大的市场规模、丰富的智力资源

和强劲的创新驱动、开放程度的

不断推进以及首都旅游的虹吸效

应等五个方面。

第一，便捷的交通网络体

系。京津冀是全国物流、人流的

枢纽，对于推动南北方、东西部

物流、要素流和人员等的顺畅流

动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京津冀

地区密集的轨道交通网络、航空

枢纽机场群、高速公路网络等所

构成的交通网络体系为京津冀旅

游协同发展提供了交通便捷的基

本保障。

第二，庞大的市场规模。京

津冀人口在 2020 年达到了 8955

万， 占 全 国 总 人 口 的 6.34% ；

GDP 总量为 8.64 万亿元，占全国

GDP 总量的 8.56% ；2020 年京津

冀地区人均 GDP 为 9.65 万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 4.64 万元，人均

消费支出 2.90 万元。从数据中可

以看到，京津冀具有庞大的市场

规模，而庞大的市场为旅游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石。

第三，丰富的智力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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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的创新驱动。人才是产业发

展的第一资源，创新是产业发展

的第一源动力。京津冀地区是中

国人才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区域之

一，众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

组织坐落其中，为京津冀旅游协

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才、智力

支撑与强劲的创新驱动。

第四，开放程度不断推进。

京津冀地区目前拥有 21 个国家

级开发区、10 个综合保税区、

211 个省市级开发区，这些开发

区的设立是完善对外开放总体

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仅

2018 年京津冀地区实际利用外

资就达到了 222 亿美元，而 21

个国家级经开区吸收外资约占到

了近 1/3。随着京津冀对外开放

格局的不断扩展，京津冀旅游发

展的空间也将越来越广阔。

第五，首都旅游的虹吸效

应。首都的卓越地位，造就了其

对周边地区人才、资金、资源

的吸收，形成所谓的“虹吸效

应”。虹吸效应对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是不利的，但是，首都旅游

的虹吸效应可以为京津冀旅游协

同发展提供有效的助力，通过发

挥首都人文、政治、历史等旅游

资源的作用，构建旅游协同发展

的策略，激活旅游协同的市场，

推动京津冀旅游协同的实施。

（四）打造京津冀旅游品牌

旅游品牌的打造是珠三角

旅游发展成功的重要内容，京津

冀旅游协同发展也必须重视旅游

品牌的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会

议所规划的京东休闲旅游示范

区、京北生态（冰雪）旅游圈、

京西南生态旅游带、京南休闲购

物旅游区、滨海休闲旅游带，将

会对京津冀、周边地区旅游产生

良好的推动作用，而京津冀世界

级旅游目的地品牌和国际精品旅

游线路的打造，无疑将全面提升

京津冀地区的旅游接纳能力。

（五）强化区域互动与营销

推介

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必须

强化营销与推介，增强区域的互

动。首先，坚持开展旅游推介活

动，开展一系列有特色、有内

容、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推介活

动，推动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 ；

其次，充分发挥京津冀数字基础

设施的建设优势，推动京津冀旅

游一体化信息平台的建设，以快

速、准确、完善的信息服务提升

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 ；最后，关

注并提升对新兴旅游方式的服务

能力，如对自由行、房车游、换

房游、低空游等新兴旅游方式进

行规划和引领，提供更好的服

务，促进新兴旅游方式与京津冀

旅游的协调发展。

四、总结

旅游业是当今世界的第一

大产业，旅游业在促进经济发

展、提供就业机会、带动产业发

展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旅游业

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战略性

产业。当前，旅游区域合作成为

旅游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京津冀

旅游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协同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京津冀旅

游发展的必然方向。珠三角在旅

游合作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合作

规模不断扩大、政府间紧密合

作、发挥区域优势、打造旅游品

牌和强化营销与推介的成功经

验，为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提供

了有效的借鉴。以京津冀旅游发

展的现实为根本，以珠三角旅游

合作经验为借鉴，京津冀旅游协

同发展必将取得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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