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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振

2020 年 12 月《 内 蒙 古 自

治区党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

次提出要重点建设赤峰、通辽

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2021 年

2 月《内蒙古自治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就

“加快建设赤峰通辽区域中心城

市”做重点说明，明确指出“赤

峰市依托资源、区位优势，积极

融入京津冀经济圈和辽宁沿海经

济带，重点发展绿色农畜产品生

产加工、特色文化旅游、新能源

和生物制药等产业，建设区域性

物流中心。完善基础设施，改善

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城市和

历史文化名城，发挥对周边地区

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辽市依托资

源、交通优势，深度融入东北振

兴、京津冀协同发展，增强科尔

沁区人口和经济承载能力，推动

霍林河扎鲁特一体化发展，完善

城市功能，推进产城融合，带动

周边地区转型发展，将赤峰、通

辽打造成为东部地区高质量带动

增 长 极 ”。2021 年 11 月， 内 蒙

古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

重点建设赤峰、通辽“双子星

座”，作为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

的重要内容。建设赤峰、通辽

“双子星座”是自治区党委从全

区大局出发，着眼赤峰、通辽两

个地区乃至蒙东地区长远发展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自治区赋

予赤峰和通辽的重要责任使命，

为赤峰和通辽加快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重要现实利好和重大发展机

遇。2022 年 8 月， 赤 峰 市、 承

德市、朝阳市、通辽市、锡林郭

勒盟签署了蒙冀辽五城文旅联盟

成立协议，宣布蒙冀辽五城文旅

联盟成立，开启了赤峰 - 通辽

旅游协同发展的序幕。

一、赤峰、通辽旅游发展

情况

（一）赤峰市旅游发展概况

赤峰市旅游资源富集，共

有优良级旅游资源 109 处。近年

来，赤峰市集中打造草原风光观

光游、契丹辽文化体验游、大漠

推进赤峰 - 通辽旅游协同发展 助力“双子星座”建设

摘  要 ：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是地区旅游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增强旅游知名度的重要方式，赤峰 - 通

辽“双子星座”具有旅游协同发展的基础，实现旅游一体化，能够形成 1+1 ＞ 2 的效果，可以避免不必

要的零和竞争，不断扩大客源市场，同时能够显著助力两地旅游目的地的打造。本文在分析两地旅游协

同发展背景的基础上，就旅游协同发展面临的困难，以及构建有效协同的现实路径做了有效分析，以期

助力赤峰 - 通辽成为内蒙古东部地区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

关键词 ：赤峰 - 通辽“双子星座”     旅游一体化     协同发展

极限运动游、史前文化研学游、

休闲度假游和近郊乡村游为代表

的“六大王牌”产品体系，旅游

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2021

年赤峰市委、市政府将“建设国

家特色文化旅游和生态休闲度

假基地”列为赤峰发展“五个

定位”之一，出台了《赤峰市

建设国家特色文化旅游和生态

休闲度假基地行动方案（2021-

2025）》，确定了18项具体任务，

规划布局“一线一环一带”旅游

空间发展格局，推动文旅产业高

质量发展。目前，全市共有 A 级

旅游景区 48 家，其中 5A 级 1 家，

4A 级 9 家，3A 级 11 家 ；全国工

业旅游示范点 2 家 ；国家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3 个、示范

点 3 个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3

个 ；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 8

个 ；5 个旗县（克什克腾旗、巴

林左旗、翁牛特旗、宁城县、喀

喇沁旗）先后成功创建自治区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2021 年全市

旅游累计接待人数 1693.08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214.74 亿元。

（二）通辽市旅游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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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辽 市 以 全 域 旅 游 为 理

念，以文旅融合为主线，以主要

交通廊道、市场客流方向、文旅

产业现状及文旅资源分布情况为

依托，着力建设国际旅游目的

地、西辽河文化为核心的引领

区、内蒙古东部旅游消费聚集区

和文旅融合产业振兴的示范区，

构建了“一主一副、一轴三区”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格局。“一主

一副”即以科区和开发区为核心

的中心城区为主中心，以霍市为

核心的区域为副中心。“一轴三

区”即以科尔沁 500 公里风景大

道为全域旅游发展轴，串珠成

线、连片成面、贯通南北，建

设科尔沁文化旅游集聚区、沙

地生态旅游集聚区、草原生态

旅游集聚区三大片区。以实现

“三个突破”“两个提升”为目

标，即文旅龙头企业引进与培

育实现突破、文旅新业态（旅

游夜经济、休闲街区）实现突

破、区域合作（双子星）实现突

破。2021 年全市接待国内游客

1066.73 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

收入 86.58 亿元。

二、赤峰 - 通辽旅游协同

发展面临的困难

（一）协同发展合作机制尚

未确立

虽然赤峰 - 通辽两地签署

多项合作协议，但只限于政府层

面开展了合作的协调，在其他层

次比如专业协会、旅游企业、旅

游从业人员之间的合作尚未有效

确立。造成这样现象主要原因是

当前两地旅游业还存在一定程度

的同质化发展和竞争的态势，旅

游资源高度相似，客源市场高度

相同。从旅游资源上看，两地旅

游资源都以草原、沙漠、森林等

为主，同时主要客源市场也均为

北京、华北和东北。从而导致两

地目前旅游客源市场的竞争关系

大于合作关系，旅游企业间协同

热情不高。

（二）区域旅游形象不突出

近年来，赤峰市旅游宣传口

号有“梦里草原，神奇赤峰”“全

家游赤峰，愉快又轻松”“寻古

揽胜，神奇赤峰”等。通辽市旅

游宣传口号有“敖包相会的 地

方——通辽”“大美科尔沁，奋

斗新时代”“探游西辽河文明，

慢游科尔沁胜境”等。但是，总

体上适合两地区域特点、符合游

客需要、强调旅游舒适度的旅游

形象尚未有效建立，游客容易识

别的符号化旅游形象尚未构成。

（三）协作营销能力不强

两地各自开展的旅游营销

较多，但是有共同指向的联合营

销尚未有效开展，特别是针对主

要客源市场及网络营销合力不

够。当前两地针对主要客源市场

的宣传，均是以普及现有优质旅

游资源为主，以传播“我有啥”

为主，对自身旅游吸引力识别不

够，客源市场差异化需求满足不

够，且两地旅游宣传“各说各

话”，没有形成跨区域的精品旅

游线路进行营销，并开展统一推

广，导致游客要在两地之间做选

择，进行“零和博弈”。

（四）旅游目的地建设和中

心城区旅游集散功能不强

赤峰市提出了要建设中国

旅游强市和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

目标，通辽市提出了高质量旅游

目的地和区域文化强市的目标，

都确定了发展文旅产业助力区域

性中心城市建设的目标，也注重

两地中心城区旅游集散地的功能

作用。但从实际效果看，两地在

旅游目的地“吃、住、行、游、

购、娱”等建设要素投入仍不均

衡，旅游全产业链打造尚未形成

闭环，距离成熟的旅游目的地还

有一定差距。两地中心城区各项

旅游要素及旅游舒适度仍不完

善——特色旅游演艺和旅游夜经

济发展滞后，对游客吸引性不

强，目前两地中心城区仍然是旅

游过境地，游客在两地中心城区

几乎不停留，没有达到旅游集散

中心的功能。

三、赤峰 - 通辽旅游协同

发展路径构建

（一）构建多层面区域旅游

协同发展机制

“赤峰 - 通辽旅游协同发展”

体现在以合作开发客源市场为中

心，打破壁垒，通过结合各地

相对优势，带动两地旅游协同

发展，在政府层面协作的基础

上，持续发挥好专业协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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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团队）、旅游企业间的协作与

合作，打造一个完整的旅游产

业链。一方面，两地要切实打

造“政府 - 协会（团体）- 企业”

多层级的协同发展机制 ；另一方

面，自治区文旅主管部门应牵头

就两地协同发展做总体规划和项

目建设具体支持。

（二）联合打造区域旅游形象

总 结、 梳 理 赤 峰 - 通 辽 地

区历史文明、沙漠草原自然风

光、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等主要

旅游吸引力的特色，依托这些旅

游吸引力打造区域旅游形象，集

中力量在主要客源地、主要旅游

媒介（如携程、同程、马蜂窝）

等进行宣传和推广，达到合力吸

引游客，扩大客源的目的。

（三）合力开展协作营销

一是完善现有官方旅游网

站，同时高度关注利用“两微一

端”（微博、微信、客户端）和

“一号一抖一书”（官方微信号、

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的应用及

旅游推广，及时推出最新咨询 ；

二是建立起精品旅游线路的常态

推广，推进两地共有的旅游精品

线路重点是突出旅游资源特色，

推进赤峰“中国北疆风景大道”

与通辽“科尔沁 500 公里风景

大道”一体化建设，使两地风

景大道尽快连接到一起，建成

像新疆“独库公路旅游风景道”

（新疆克拉玛依市、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塔城地区、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 5 地

区联合推出的旅游风景道，从

独山子到库车，全长 561 公里，

是精品旅游路线，此线路串联

起 20 多处高等级景区）一样的

全国知名的网红路线。

（四）持续提升两地中心城

区旅游舒适度

把赤峰市和通辽市中心城

区旅游要素打造好，构筑起具

有特色的旅游夜经济和旅游演

艺，建设一批高标准的住宿设

施，让游客抵达后有适宜的旅

游娱乐与休闲的场所，让游客

感觉到舒适，实现游客抵达后

在两地中心城区停留并实现一

晚住宿的目的，把两地中心城

区从旅游过境地变成旅游集散

地，发挥好中心城区的扩散作

用，从而助力两地打造成具有

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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