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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Tourism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郭  强    尹寿兵    GUO Qiang, YIN Shoubing

旅游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域旅游合作的高级阶段。长三角作为我国最早提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

区域，其发展经历了萌芽阶段、初始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经济、交通条件、旅游资源和旅游市

场是实现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互利共生、价值共创和全面共享的发展

路径，并成为推动长三角旅游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研究发现旅游一体化是一种发展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状态，

在长三角旅游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下，必将进入一体化发展的成熟阶段，各项旅游要素也将重新组合，需要用一种动

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Tourism integr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an advanced stage of regional tourism cooperation. As the earliest 

reg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tegration in China,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as experienced the embryonic stage, initial 

development stag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Regional economy, traffic conditions,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 tourism market are the basi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ouris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ourism integration in the area, a development mode of mutual benefits, symbiosis, value co-creation and comprehensive sharing has 

been formed, which has become the basic path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tegration.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ourism 

integration is a kind of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a kind of development state. Driven by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t is bound to enter the mature stage of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all tourism elements will 

be recombined. Therefore, we must take a dynamic and developing view to this matter.

0   引言

旅游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的高级阶段[1],[2]1311。

旅游一体化是指区域内不同国家或地区通过

平等协商彼此间达成旅游联盟，逐步消除行

政壁垒和旅游各要素流通障碍，建立一个统

一的旅游大市场和无障碍旅游区[3]。旅游一体

化的内容包括：旅游规划一体化、旅游产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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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旅游市场一体化、旅游政策一体化、旅

游品牌一体化和旅游信息一体化等。国内外

各区域之间旅游合作进程的加快，推动了旅

游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如引进社

会分工、相互依赖、生态位、价值链、核心—外

围、博弈等地理学和经济等科学理论来解释

和探讨旅游一体化的发展。在实践方面，国内

外形成了多个旅游一体化区域，包括跨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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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欧盟旅游一体化、中国—东盟旅游一体化

以及国内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区域

旅游一体化[4-6]。

长三角旅游一体化是伴随着长三角经济

一体化发展起来的，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其

理论研究不断深化。笔者以“长三角旅游一体

化”为主题、2019年为检索截止时间，对中

国知识资源总库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收录的所有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共得到171篇

文献。其中，期刊论文132篇、博士论文9篇、硕

士论文30篇。自2003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

长三角旅游一体化，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较

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见图1）。进一步梳理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的形成过程发现，长三角旅游一

体化研究是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整体发展影

响下逐步深化的。长三角一体化经历了萌芽阶

段、早期摸索阶段、核心引领阶段、区域合作快

速和高质量发展阶段[7-9]。每个阶段随着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地域范围的扩容，在国家宏观

发展战略的引导下，长三角各区域协调发展程

度进一步加深，江浙沪皖三省一市的政府部门

在政策制定方面更加聚焦、在中长期规划方面

谋划更加深远，长三角旅游合作也表现出明显

的阶段特征。长三角三省一市地域毗邻、人缘

相亲、经济互补，一直被认为是全国区域合作

的典范，而旅游以其极大的融合性和带动性，

在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

重要。在此背景下，亟需深化长三角旅游一体

化理论研究，以加强对实践的指导。本文通过

梳理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进程，并分析一体

化发展的基础条件，深入探索长三角旅游一体

化发展的方式和机制，以期为其他区域旅游一

体化发展提出建议。

1   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历程

区域旅游一体化是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引

导下进行的。一方面，长三角各省市政府不断

探索区域旅游合作新方式；另一方面，区域旅

游市场需求持续深化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因

此，本文立足长三角地区的政策宏观背景和旅

游行业中的标志性事件，将长三角旅游一体化

发展过程划分为4个阶段（见图2）。

1.1   萌芽阶段

萌芽阶段为1978年至1992年。1982年，

以促进区域工农业、交通物流等合作为核心的

上海（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成立，奠定了长三

角区域合作的基础。同时，1978年至20世纪

90年代之前，受制于整个国内旅游市场尚未

打开，长三角旅游活动及合作主要由旅游企业

和民间组织自发独立推进，表现为彼此间旅游

线路的编排和纵向配套合作，如旅行社推出的

华东地区旅游线路合作。此阶段，长三角地区

的旅游合作在空间上表现为江浙沪两省一市

主要旅游城市和重要旅游景点之间的点—线

串联，旅游要素呈现约束性流动。

1.2   初始发展阶段

初始发展阶段为1992年至2003年。1992

年，为推动和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联合

与协作，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江浙沪三地政府建立了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

（上海、无锡、宁波、舟山、苏州、扬州、杭州、绍

兴、南京、南通、泰州、常州、湖州、嘉兴、镇江）

协作部门主任联席会议制度。同年，在三地政

府推动下举办了江浙沪旅游年，推出“同游

江浙沪，阳光新感受”“同游江浙沪，共走红色

路”“同游江浙沪，休闲好去处”等主题营销旅

游活动。1997年，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协作

部门主任联席会议制度升级为长江三角洲城

市经济协调会。第1次会议和第3次会议对长

三角区域旅游合作进行了专题研讨。此阶段，

长三角地区的旅游合作有了江浙沪两省一市

政府部门支持，区域内更多的旅游城市和重

点景区参与进来，区域旅游合作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

1.3   快速发展阶段

快速发展阶段为2003年至2015年。2003

年，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典”给旅游业

造成了重创，国际和国内旅游收入大幅下降。

为缓解旅游行业危机，极具市场敏锐性的长三

角旅游企业通过相互合作，组建了各类旅行社

联合体，为长三角地区的旅游合作迎来了新的

“转机”[10]。同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

图1  长三角旅游一体化研究文献数量分布图

Fig.1  Trends on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s on tourism integration research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知网数据绘制。

图2  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阶段

Fig.2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ourism integr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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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个会员城市和安徽省黄山市，在浙江省杭

州市举办了第一届“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高

峰论坛（15+1）”，成为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

展的标志性事件。安徽省域内的城市首次加入

长三角旅游合作大家庭，开启了长三角旅游一

体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至2015年，长三角城市

经济协调会经过3次扩容，已包含江浙两省的

全部城市，并吸收安徽省的5个城市，会员城

市达到30个，区域内的各生产要素流通更加

快速和便捷，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为区域旅游

合作发展提供了优势条件。跨区域的游客流动

量逐渐加大，江浙沪皖三省一市的旅游部门和

旅游企业共同推出沿江（长江）、环湖（太湖）、

沿海（东海）、沿河（大运河）、沿线（高速公

路、铁路）等十大长三角旅游精品线路，同时

长三角省市间旅游发展联动机制逐步发展、完

善。同时，为深化长三角旅游合作，加快区域旅

游业发展，2011年，长三角地区旅游合作联

席会议成立。长三角旅游合作由城市间的合作

上升为省级层面的合作。2011年至2015年，

长三角地区旅游合作联席会议先后签署《苏

浙皖沪旅游一体化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

长三角休闲度假旅游发展合作协议》和《长

三角旅游发展合作苏州共识》等文件，长三角

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更加显著。此阶段，长

三角旅游合作区域逐步扩大，旅游一体化得

到快速发展，区域旅游网络基本形成。

1.4   高质量发展阶段

高质量发展阶段为2015年至今。2015—

2017年，长三角地区旅游合作第5次、第6次、

第7次联席会议分别在苏州市、杭州市和黄山

市召开，江浙沪皖三省一市政府联合签署了

《长三角旅游发展合作苏州共识》 《2016长三

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杭州方案》和《推进

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2018年行动计

划》等文件，提出共同开拓长三角入境旅游市

场、发现和解决区域内旅游发展不平衡问题、

力争把长三角建设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和影

响力的旅游目的地。2018年，由长三角三省

一市的旅游协会负责人、行业专家及重点旅游

企业代表参与的首届长三角三省一市旅游协

会联席会议召开，提出切实推进长三角旅游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行业目标。至2019年，长

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再经过2次扩容，将安徽

省全域融入长三角。至此，江浙沪皖三省一市

41个地级以上城市全部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

协调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

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大力推动长

三角文旅融合发展。同时，江浙沪皖文化和旅

游部门合作建立长三角文化和旅游联盟，联合

制定《2020年长三角文化和旅游联盟重点工

作计划》，并签署《长三角三省一市文化和旅

游部门文旅战略协议》，旨在共同推动长三角

文化和旅游深度合作。此阶段，在长三角一体

化国家战略的影响下，区域旅游一体化向着更

高质量方向发展，主要表现在区域内旅游要素

的全面流动、文旅资源的合作开发、区域旅游

联票的发行等。旅游业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

的支柱产业，旅游业与文化、交通、农业、制造

业的融合程度逐渐加深，区域旅游网络联系更

加紧密。

2   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基础

旅游资源、客源市场、区域经济和区域交

通是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因素[11]。据

此，本文对长三角旅游一体化的发展基础进行

详细分析。

2.1   旅游资源

区域间旅游合作的基础在于整个大区域

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区域间资源的互补程度。从

区域旅游资源的丰富度来看，长三角地区的上

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一市旅游资源数量

大、质量高。拥有国家AAAAA级景区56家、世

界遗产7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29个、中国

传统古村落1 074个、国家一级博物馆10个、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66个、国家森林公园101

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10个等。长三角主要

品牌旅游资源数量在全国均占有较大的比重

（见表1）。从区域间旅游资源的互补性来看，

长三角三省一市旅游圈内，上海作为国际化的

大都市，主导都市旅游产品的开发；江苏主推

园林文化和历史人文；浙江以精品乡村旅游和

山水度假为主；安徽以山水观光和徽文化体验

见长。三省一市各有侧重，旅游资源和产品的

互补性较强，为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

资源条件。

2.2   区域交通

交通基础条件正成为影响我国区域旅游

一体化的关键性因素[2]1319。长三角旅游一体

化发展过程中，区域交通条件逐步改善（见

表2）。随着长三角地区多条高速铁路和高速

公路的开通运营，区域内的所有地级以上城

市均已达到基本连通。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均

处于4小时交通圈内，上海、南京、杭州、合肥

等中心城市基本实现2小时通勤条件，区域

内的交通联系更加便利和顺畅。同时，高速、

高铁以及长三角地区的庞大机场群，有效吸

引着更远距离的国内和国际游客。区域旅游

交通网络的基本形成，大大增强了区域的可

进入性，压缩了游客的时空距离，有效串联

了“名城、名园、名湖、名江、名山”的世界级

黄金旅游线。高铁、航空与汽车、地铁、游船

等多样化的交通方式相结合，快旅慢游、无

缝衔接的区域交通极大促进着区域内外旅游

要素的流动，并以优质的服务增强游客的体

验感。此外，长三角地区的交通还在继续完

善，2020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

部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运输更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规划》指出，到2025年，长三

角地区三省一市总体形成一体化交通网络。

基本建成“轨道上的长三角”，铁路密度达到

507 km/万km²；省际公路通达能力进一步提

升，高速公路密度达到500 km/万km²；世界级

机场群和港口群的全球竞争能力显著增强。

2.3   区域经济

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

的消费水平也相应地越高。长三角地区集中

了超一线城市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和宁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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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一线城市，无锡、合肥等10个二线城市，

以及湖州、盐城、芜湖等15个三线城市。区域

内的大中型城市较多，城市发展基础及趋势

较好，城市群综合实力排名全国第一。长三角

城镇居民以及苏南等发达地区的农民旅游消

费需求较大，促进着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12]。

同时，长三角产业结构十分合理，各项产业发

展活跃，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近10

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地区生产总值逐年增

长，GDP总和占全国GDP的比重常年稳定在

23.2%—24.2%；同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同步增长（见表3）。长三角发达的经济极大地

推动了区域旅游发展。一方面，发达的产业经

济为区域内多个重大旅游项目和旅游配套设

施提供了资金保障，如上海迪士尼乐园、常州

恐龙园、芜湖方特、莫干山民宿等旅游项目建

设；另一方面，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

长为居民出游创造了条件，旅游已成为居民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

2.4   客源市场

区域旅游一体化市场基础包括区域间互

为市场和区域联合共拓市场两个方面。长三

角地区经济发达、资源丰富、人口稠密、交通

发达，为建立完善的区域内外旅游市场提供

了保障。从2003年16个城市签署《长江三角

洲旅游城市合作宣言》，到2011年江浙沪皖三

省一市旅游部门共同签署《苏浙皖沪旅游一

体化合作框架协议》，再到2018年三省一市达

成《长三角地区高品质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

战略合作协议》，长三角旅游市场由区域内互

为市场、互为腹地、互送客源，逐渐演化发展为

长三角统一的市场品牌、跨区域的游线设计、

长三角整体旅游目的地的建设。长三角生态旅

游高峰发展论坛发布的《长三角生态旅游发

展报告》显示，2017年长三角居民一年在区

域内旅游频次平均达6次，三省一市旅游总收

入为3.16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旅游总收入的

58.50%。其中，旅游外汇收入为221.61亿美元，

占全国旅游外汇收入的17.96%，接待入境游客

3 033.91万人次，占全国21.75%。良好的旅游

市场环境成为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快速、高质量

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

3   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路径探讨

3.1   互利共生

互利共生简称共生，表现为共生单元之

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

的关系。长三角三省一市地域相近、血缘相亲、

文化相通，自古以来区域间经贸联系和人文

交流频繁，人们共同创造了品类丰富的江南

文化。近30年来，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推动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合计 全国 占全国比重/%
国家AAAAA景区 3 24 18 11 56 280 20.0

世界文化遗产 0 2 4 3 7 55 12.7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 13 10 5 29 135 21.5
中国传统古村落 5 33 636 400 1 074 6 820 15.8
国家湿地公园 2 27 13 29 71 901 7.9

国家一级博物馆 3 5 1 1 10 80 12.5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1 27 27 11 66 337 19.6

国家地质公园 1 2 3 14 20 220 9.1
国家森林公园 4 20 42 35 101 897 11.3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2 3 3 2 10 71 14.1

表1  长三角三省一市主要旅游资源分布统计表（单位：个）

Tab.1  Statistical table of main tourism resources distribution in three provinces and one c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表2  长三角地区主要交通基础设施一览表

Tab.2  List of major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资料来源：文化和旅游部官网，中国国家地质公园网，中国传统村落网，中国世界遗产网等。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注：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由8省联合申报，在此安徽、江苏

和浙江各计1项，长三角地区合计1项。

交通方式 线路名称 运营时间 连接城市

高速铁路

沪杭高铁 2010-10-26 上海、嘉兴、杭州

京沪高铁 2011-06-30 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南京、
滁州、徐州、宿州、蚌埠

合蚌高铁 2012-10-16 合肥、淮南、蚌埠
宁杭高铁 2013-07-01 南京、无锡、湖州、杭州
杭甬高铁 2013-07-01 杭州、绍兴、宁波

北沿江高铁 2014-07-01 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合肥、六安
宁安高铁 2015-12-06 南京、马鞍山、芜湖、铜陵、池州、安庆
合福高铁 2015-06-28 合肥、芜湖、铜陵、黄山
沪昆高铁 2016-12-28 上海、嘉兴、杭州、金华、衢州
郑合高铁 2019-12-01 阜阳、淮南、合肥

商合杭高铁 2019-12-01 亳州、阜阳、淮南、合肥、芜湖、宣城、湖州、杭州
徐盐高铁 2019-12-16 徐州、宿迁、淮安、盐城
沪渝高速 2010-01-18 上海、苏州、湖州、宣城、芜湖、铜陵、池州、安庆

高速公路

沪京高速 2010-11-01 徐州、宿州、蚌埠、南京、镇江、苏州、上海
沪昆高速 2011-09-08 上海、杭州、金华、衢州
沪陕高速 2012-08-14 上海、南通、泰州、扬州、南京、滁州、合肥、六安
常合高速 2013-12-01 苏州、常州、南京、马鞍山市、合肥
沪蓉高速 2014-12-27 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滁州、合肥、六安
杭瑞高速 2018-02-01 杭州、黄山

京台高速 已通车
（除台湾海峡段）

徐州、淮北、宿州、蚌埠、合肥、铜陵、池州、黄
山、衢州

民用航空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苏南硕放国际机场、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温州龙湾国际机场、黄山屯溪国际机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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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国家及地方制定了多项区域合作政策，长

三角地区产业经济和交通设施发展迅速，加快

了区域旅游合作的步伐。此外，长三角地区旅

游资源不仅总量丰富，而且三省一市各有侧

重、互为补充。这些因素成为长三角旅游一体

化发展中优越的共生环境条件，且这种共生环

境还在不断优化中。

同时，可持续的共生关系强调互惠共生

的发展方式，在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过程

中，表现出的利益均衡分配和互惠共赢，是区

域旅游合作多主体共生的基本行为模式，也是

长三角旅游一体化长期互利合作所追寻的目

标。长三角地区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以及个

人高度重视区域旅游发展，把长三角旅游一体

化作为发展省内旅游产业的助推器。比如，安

徽省需要江浙沪的旅游项目投资；上海将江浙

皖视为城市后花园、假日休闲首选地。此外，江

浙沪皖各省市积极推动跨省域旅游活动，联合

推出长三角经典旅游线路。三省一市4个主要

共生单元中在共同利益的推动下，促进着包括

政府、协会、企业、游客和居民等区域内各共生

主体的互惠发展。

3.2   价值共创

价值共创来源于各相关主体的持续互

动。旅游产业的互动主体包括政府、协会、企

业等组织以及游客和居民等个人，制度保障、

信息透明、文化契合、技术及经济摄入是实现

项目
年份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三省一市GDP占

全国比重/%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元

地区生产总值
GDP/亿元

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元

地区生产总值
GDP/亿元

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元

地区生产总值
GDP/亿元

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元

地区生产总值
GDP/亿元

2009年 — 15 046.45 — 34 457.30 — 22 990.35 — 10 062.82 23.7
2010年 — 17 165.98 — 41 425.48 — 27 722.31 — 12 359.33 24.0
2011年 — 19 195.69 — 49 110.27 — 32 318.85 — 15 300.65 24.0
2012年 — 20 181.72 — 54 058.22 — 34 665.33 — 17 212.05 23.5
2013年 42 173.64 21 818.15 24 775.54 59 753.37 29 774.99 37 756.59 15 154.31 19 229.34 23.6
2014年 45 965.83 23 567.70 27 172.77 65 088.32 32 657.57 40 173.03 16 795.52 20 848.75 23.2
2015年 49 867.17 25 123.45 29 538.85 70 116.38 35 537.09 42 886.49 18 362.57 22 005.63 23.3
2016年 54 305.35 28 178.65 32 070.10 77 388.28 38 529.00 47 251.36 19 998.10 24 407.62 23.8
2017年 58 987.96 30 632.99 35 024.09 85 869.76 42 045.69 51 768.26 21 863.30 27 018.00 23.5
2018年 64 182.65 36 011.82 38 095.79 93 207.55 45 839.84 58 002.84 23 983.58 34 010.91 24.2

旅游产业价值共创的驱动因素和前提条件。旅

游产业价值共创的行为过程包括价值主张提

出、共创环境营造、社会成员嵌入、社会价值

共创和社会影响输出等方面[13]。长三角地区

拥有天然和正在优化的旅游共创环境，江浙

沪皖三省一市的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旅游企

业等积极推动建立长三角无障碍旅游区的发

展，努力实现长三角旅游一体化的发展目标。

从合作共创的角度，长三角地区的政府、协

会、企业、游客和居民等主体，积极发挥各自

的资源优势，在合作互动中共同创造了长三

角旅游产业价值。

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经济联系紧密。近年

来三省一市政府部门联合出台多项旅游相关

政策，在制定本省市旅游发展规划的同时，均

将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市场环境和相关旅游要

素考虑在内，为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

了坚实的制度保障。长三角旅游行业协会积

极发挥第三方组织作用，包括发起行业论坛、

探讨旅游发展趋势等，为政府部门和游客提

供建议。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的良好发展，吸

引了包括文化、房地产、汽车制造、广告传媒

和现代农业等其他行业领域的参与，通过企

业转型和跨领域合作，他们积极关注政府和

旅游行业的政策措施和行业动态，纷纷参与

长三角旅游项目投资，创造了一批新的旅游

资源，不断完善长三角地区的旅游服务体系。

旅行社根据区域内旅游资源和服务设施的水

表3  近10年长三角三省一市主要经济指标统计表

Tab.3  Statistical table of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of three provinces and one c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the past decade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平和完善程度，积极推出串联长三角的精品

旅游线路，以整体统一的长三角旅游目的地

品牌推向海内外市场。

3.3   全民共享

以共享理念引导的区域旅游合作具有强

大的民生功能，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全

民共享主要体现在各共创主体通过合作互动

从而实现共享经济。旅游共享经济的发挥，是

建立在各社会主体均能获得切实发展成果的

基础上。在旅游共享经济模式下，全社会经济

收入得到普遍提升，就业机会不断增多，旅游

服务设施和旅游市场环境持续改善，区域内的

每个组织和个体相应的利益获得满足，旅游业

发展获得全社会的支持。这样，在共享经济的

良好社会效果下，循环式地促进着区域旅游业

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共享经济包括旅游资源共享、旅游

设施共享、旅游知识共享、旅游体验共享和

旅游品牌共享等。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交

通、通信、食宿、厕所等基础设施投资量大，

更新换代快，为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

设施保障。江浙沪皖三省一市的旅游资源丰

富，广大游客共同享受着区域内丰富旅游资

源带来的良好旅游体验，促进了长三角区域

内游客的跨省市流动；同时，三省一市旅游

资源各有侧重，在整个区域内旅游资源互为

补充，对外共同构成了长三角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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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统一的旅游品牌。长三角地区旅游一

体化实践发展迅速，政府、社团、企业、游客

和居民共同关注着区域旅游发展。他们通过

正式的政策文件、规划方案、媒体营销和非

正式的网络评论、口碑宣传，形成长三角旅

游一体化发展的知识库，不仅在长三角区域

内发挥着作用，还对其他的区域旅游一体化

产生着知识溢出效应。

4   结语

长三角地区政通人和、经济发达、资源丰

富、交通便利、市场广阔，为区域旅游合作创

造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经过近40年的发展，

长三角旅游一体化从萌芽阶段经由初始发展

和快速发展阶段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

旅游由点到线，最后生成网络化形态。在长三

角旅游一体化发展实践推动下，形成了互利共

生、价值共创、全民共享的区域旅游一体化发

展路径。

旅游活动加速了区域内人流、物流、信息

流、项目流和资金流。因此，长三角旅游一体

化发展既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又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先导

者、促进者和分享者[14]。旅游一体化是一种发

展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状态，在长三角旅游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下，必将进入一体化

发展的成熟阶段，各项旅游要素也将重新组

合。因此，必须用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长

三角作为我国经济最活跃、人口最密集、一体

化发展提出最早的的区域，其旅游一体化发

展过程和路径可以为其他区域旅游一体化发

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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