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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巴山区既是世界级名山和华夏文明发源地，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生态环境保护区和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区内面临着经

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本文结合秦巴山区的文化旅游资源特点，顺应旅游产业发展趋势，提出了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推

动秦巴山区突破发展的基本思路。在分析秦巴文化旅游资源价值的基础上，文章明确了秦巴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路、

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以及空间布局，并提出了秦巴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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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inba Mountain Area—not only the origin of the world-class mountains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but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ecological-environmental reserves and poverty stricken areas—is conflicted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ourism indust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basic ideas to develop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Qinba Mountain Area development by combining the cultural tourism 
features of this district.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this paper formulates strategic thought, goals, focus area, and 
spatial arrangement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Qinba 
Mountain Area.
Key words: the Qinba Mountain Area;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strategy

一、秦巴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意义

（一）文化旅游产业是解决秦巴山区贫困问题的

重要手段

秦巴山区是我国 14 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贫困

人口数量大，生态保护压力大，需要突破思路，提出

创新发展的策略、路径和模式解决上述难题。文化

旅游是国家部署的带动脱贫致富的战略内容，秦巴

山区通过扶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助于带动区内贫

困人口就业、创业，从而有利于解决区内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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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文化旅游产业是推动秦巴山区绿色发展的突

破口

我国历经了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温饱问

题已基本解决，精神与文化的需求和生活环境、方

式、内容与品质的追求将成为推动我国未来和秦巴

山区发展的核心动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是国家战略，

也是破解秦巴山区保护与发展矛盾的突破口。通过

发展秦巴文化旅游产业，可以融合带动多个产业与

领域发展，也可推动依赖矿产资源性产业区域的产

业转型升级。

二、秦巴文化旅游资源的重大价值

（一）秦巴文化旅游资源类型丰富

秦巴文化旅游资源可分为以下几类。

1. 秦巴历史文化资源

秦巴山区所包含的历史文化资源内容类型丰

富，时间跨度大，覆盖范围广泛。主要包括：以巫

山猿人、郧县人为主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存；以上古

传说中的华胥古国为主体的上古地方文化遗存；以

三皇五帝传说为主的上古华夏文化遗存；以各类古

城、古战场遗址等为主的各个朝代历史遗存等 [1]。

自距今 200 万年前的巫山猿人以来，秦巴山区

就成为先民们活动的核心区域。夏朝成立标志着名

义上的国家政权的建立，从此开始，秦巴山区始终

在中原王朝的多种方式的掌控之下。隋唐之前，我

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位于其内，使得秦巴山

区素来是中原王朝的核心经济区以及科技文化领先

的中心地区，尤其是长安、洛阳、南阳、荆州、襄

阳等地的发展更居全国之冠。但自五代十国乱世之

后，在历史大背景的驱动之下， 秦巴山区逐渐失去

了其政治中心的地位，主要剩下军事防卫的职能并

承担部分区域经济发展的职能。随着元明清大一统

王朝的再次来到，秦巴山区的军事防卫职能也逐渐

消失，并逐渐由全国的经济货运中心和粮食生产中

心衰退为地区性的经济中心。

2. 秦巴地域文化资源

秦巴山区位于五省一市交接之处，不可避免地

会受到各省市代表性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在数千年

的相互影响下，逐渐融合成为一种包含秦文化、巴

蜀文化和楚文化等独特地域性文化在内的包容性极

强的独特的秦巴文化。周边地域文化中对秦巴山区

产生较大辐射和影响的地域和民族文化类型主要有

6 类，分别为藏羌彝文化、巴蜀文化、三秦文化、

陇南文化、荆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等 [2]。

3. 秦巴宗教文化资源

秦巴山区位于西域、西南边陲和中原交接之处，

一直以来受到多种文化的共同影响，而且区域内山峦

叠嶂、景色清幽、超脱凡世，自古以来就是佛道等

宗教修行活动的重要区域。因此有佛教、道教各类

形式的丰富的宗教遗迹，时间跨越各个朝代，类型多

样，包括名山、石窟、佛像和寺庙等，其中武当山、

华山、终南山等是知名度较高的宗教名山（见表 1）。
4. 秦巴传统乡村文化资源

由于秦巴山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对闭塞

的地理区位条件，使得当代的工业文明对其影响较

小，其城镇化发展整体处于较低的层次，多数地区

还保留着较为完善的传统民俗文化和传统物质空间

形态，主要以大大小小的传统村落为载体，包括各

类历史文化名镇、少数民族传统村寨以及大量的传

统村落。秦巴山区传统乡村文化主要包括 3 个独特

的核心内容：其一是独特的乡村布局形式和地域建

筑形式；其二是仅在乡村地区保留完好的，能够代

表本地域的诸多节庆、嫁娶、戏曲歌舞等非物质类

地域性民俗文化内容，是地域文化在乡村层面的体

现；其三是大量传统乡村所承载的历史背景，具体

表现为各类传说、庙宇、遗迹等物质类或非物质类

文化资源。

5. 秦巴隐逸文化资源

由于秦巴山区偏于一隅，远离中原战乱和世俗

表 1 秦巴主要宗教遗存

教派 类别 主要文化遗存

佛教 佛像与石窟 麦积山石窟，乐山大佛，龙门石窟，大足石刻

寺庙 白马寺，少林寺禅宗祖庭，法门寺，慈恩寺，兴善寺，观音禅寺

道教 名山 青城山，崆峒山，终南山，武当山，老君山

庙宇 中岳庙，青羊宫，全真祖庭，楼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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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重峦叠嶂，环境清幽，因此自古以来都是中

原人民逃难避乱、远离尘世、亲近自然的重要区域。

此外，自夏商时期历经春秋战国、两汉隋唐直到如

今，历朝历代都有无数逸士居于此处，或修道参禅，

或采药养生，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依托自然山水、

佛道文化和传统养生的隐逸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以

终南山为核心的秦岭隐逸文化圈，以武当山为核心

的江汉隐逸文化圈，以青城山、峨眉山为核心的蜀

山隐逸文化圈，以及以大巴山区为核心的大巴山隐

逸文化圈（见表 2）。

（二）秦巴山脉的重要地位

秦巴山脉是世界级的文化名山，是中华文明的

摇篮，是华夏文明的龙脉和父亲山，是位居中国地

理中心的文化圈或文化走廊，是华夏文明传播的通

道和东西南北多种文化交汇融合之地，保存了较为

典型和完整的人文生态环境，保存着多种文化形态

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堪称以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为

特点的世界级的文化之山。在地球北纬 37° 线的世

界名山中，秦巴山脉以其灿烂的辉煌历史和深厚的

文化积淀，以及独有的人类文明轴心的地位而享誉

世界，为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后

发优势。

（三）秦巴文化旅游资源价值极高

秦巴山区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多彩、种类齐全，

其中包含少数民族文化及各地地域特色文化，充分

展示了秦巴文化底蕴的深邃，包含 2 处世界文化遗

产、3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3个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43 个中国传统村落、65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4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巴山区生态资源总

量大、品位高、类型齐全、组合良好，具有奇特性、

多样性等特征。秦巴片区内包含1处世界自然遗产、

1 个世界地质公园、40 个国家自然保护区、61 个国

家森林公园、12 个国家地质公园、11个国家湿地

公园、7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5 个国家水利风景区。

这些资源充分展示了秦巴人文资源的多样性，有利

于秦巴山区更快实现打造世界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的愿景。

秦巴山区是东亚史前人类和史前文化文明的发

源地，是承载了数千年华夏文明发展的温床。秦巴山

区内的历史文化遗迹涵盖了从史前到明清的各个历

史时期，时间跨度大，数量丰富。秦巴山区是众多

文化相互冲击融合的重要交流区域，包含中原、三

秦、荆楚、巴蜀、陇南和藏羌彝共六类地域民俗文化，

都以独具特色的民族地区历史和风俗体现出来，因

此秦巴山区同时催生了多元文化发展的火花。

秦巴山区是我国具有文化与生态双重价值的世

界名山。一方面，是华夏文明传播的通道和多种文

化交汇融合之地，保存了较为典型和完整的人文生

态环境，保存着多种文化形态和丰富的文化资源；

另一方面，秦巴山区是我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和长江

黄河分水岭，有着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物

产资源，是我国多种生物的基因库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区，更是我国南水北调中路水源涵养地。秦巴山

区优越的文化地位与生态资源使其成为发展文化旅

游、发扬华夏文化的沃土。

三、秦巴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战略

（一）战略思路

按照“一个核心理念，五大发展支撑”的发展

思路指导秦巴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一个核心理念：即围绕“国家中央公园群”，

将秦巴山区作为整体发展为中国生态之源与居民游

憩目的地；五大发展支撑：即通过“文化产业发展

支撑”“生态保护支撑”“空间发展支撑”“品牌与

产品支撑”和“协调合作机制支撑”五大支撑体系

支撑秦巴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表 2 秦巴山区不同时期的隐逸文化代表

时期 地点 知名隐士 类型

先秦时期 渭水之滨 姜尚 隐居治学

先秦时期 河南鲁山 墨翟 隐居治学

先秦时期 大巴山区 扁鹊 采药养生

秦汉三国 终南山 商山四皓 隐居治学

秦汉三国 终南山 留侯张良 避世隐居

秦汉三国 襄阳隆中 诸葛亮 隐居治学

魏晋南北朝 终南山 魏晋隐士 避世隐居

隋唐五代 太白山 药王孙思邈 采药养生

隋唐五代 终南山 钟离权 参禅悟道

隋唐五代 终南山 吕洞宾 参禅悟道

宋元时期 华山 陈抟 参禅悟道

宋元时期 终南山 王重阳 参禅悟道

宋元时期 武当山 张三丰 参禅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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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目标

基于文化旅游发展条件与诉求，以“秦巴”

为品牌，以自然生态观光和人文揽胜为基础，以

休闲度假和民俗体验为主体，以科考探险和体育

竞技为补充，融生态化、个性化和专题化为一体，

将秦巴打造为“国际性生态旅游度假目的地”“国

际性中国多元文化旅游目的地”和“国内自驾探

险旅游乐土”，集旅游、度假、观光、探险、休闲

为一体的多元化旅游目的地体系。依托秦巴山区

独有的自然及文化资源，将其构建为中国国家中

央公园群。 

（三）战略重点

1. 国家公园体系建设

根据国内外国家公园设立标准，从资源条件、

生态保育、开发条件及管理条件四个方面设立秦巴

国家公园设立标准。在秦巴山区设立由自然型国家

公园、文化型国家公园和文化景观型国家公园三种

国家公园构成的国家公园体系，其中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和自然遗产归并为自然型国家公园；各类遗址地、

纪念园、文物保护单位和文化遗产归为文化型国家

公园；人与自然共同创作的风景名胜区、水利风景

名胜区和旅游景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文

化景观世界遗产合并为文化景观型国家公园
[3]。通

过对秦巴山区已有资源的梳理与评价，选取 15 个

国家公园作为试点（见表 3）。
2. 文化产业发展

发展特色文化产业，聚集产业要素，优化产业

布局，完善产业链和产业聚集，开展文化产业园区

和基地的建设，聚集文化资源要素和文化产业要素，

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 [4]。以本地文化元素为题

材，以合作为方式，吸引高端创意创作人才，创造

以本地文化资源为内容的符合当代人审美和消费需

求的文化艺术作品，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内容。

3. 文化旅游扶贫

构建秦巴山脉文化旅游扶贫体系，总结典型

和具有普遍推广意义的经验，把文化旅游扶贫作为

环秦巴山脉文化走廊和文化保护工程规划的主要内

容。融合现代农业、美丽乡村、休闲养生养老、非

遗开发和工艺美术与乡民合作社，营造外来人员与

原住民共建的新农村，开发传统生产生活技艺，发

展乡村作坊产业。

4. 旅游业发展

建设面向不同的群体与需求，发展多种业态、

功能与模式的文化旅游。建立以交通为轴，以跨界

跨地区为特点，以自驾为主要形式，从交通走廊、

经济走廊、文化走廊结合的角度，设计旅游走廊，

形成大环线、节点城市聚集和乡村旅游驿站多中心

聚合的项链状形态结构。

表 3 秦巴国家公园试点

类别 名称

自然型国家公园 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

光雾山 – 诺水河国家地质公园

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中国大陆青藏高原以东的第一高峰）

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文化型国家公园 剑门蜀道风景名胜区

古隆中风景名胜区

麦积山风景名胜区

文化景观型
国家公园

武当山风景名胜区

华山风景名胜区

巫山小三峡风景名胜区

神农架风景名胜区

终南山风景名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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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间布局

1. 秦巴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

秦巴山区内的历史、地域、宗教、村落、隐逸

等五类文化遗存资源都可归纳入物质类文化资源和

非物质类文化资源两类，根据其表现和推广形式不

同，各自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和产业发展方式。较为

适合秦巴山区的产业园类型为：依托特色地方文化

艺术的产业型，依托悠久历史和博物馆群的博物馆

型，以及依托丰富的非物质文化资源与庞大休闲需

求的都市型。

2. 秦巴文化产业空间布局

秦巴文化旅游产业空间布局构成点、轴、面结

合的旅游空间结构，即构建“1 个核心、3 个中心、

4 大板块、5 条区域旅游发展轴、4 条秦巴旅游精品

带、多个支撑城市”的板块旅游空间结构。

（1）1 个核心

将西安作为区域旅游带动的核心城市，依托西

安国际性旅游城市的地位，为秦巴吸引客源，提供

旅游服务人才、资金及政策惠及。

（2）3 个中心

以汉中、十堰、达州作为秦巴旅游发展增长极，

建设区域旅游服务中心，打造国际旅游精品小城。

（3）4 大板块

破除行政壁垒形成陕甘川旅游板块、秦巴生态

旅游板块、成渝旅游板块、豫鄂旅游板块。各板块

内部牵涉不同地区资源整合与旅游合作，形成不同

特征的旅游功能板块。

（4）5 条区域旅游发展轴

鄂豫宗教与生态文化旅游带（神农架—洛阳）、

陕川三国蜀汉文化旅游带（西安—成都）、甘川历

史文化生态旅游带（天水—九寨）、豫陕甘汉江流

域生态旅游带（南阳—陇南）、陕鄂历史生态文化

旅游带（武汉—西安），其功能是联系旅游重要节点，

并构建秦巴旅游区域大通道及旅游产业集群带。

（5）4 条秦巴旅游精品带

陇南川东自然旅游带（陇南—万州）、陕渝秦

巴山水旅游带（达州—安康—西安）、丹江水山水

生态旅游带（商洛—南阳）、二广高速历史文化名

城旅游带（洛阳—南阳—襄阳）。

（6）多个支撑城市

以陇南、广元、巴中、安康、商洛、襄阳、南

阳为区域二级旅游中心，作为旅游板块辅助旅游服

务中心，并依据各自核心旅游景点，整合旅游资源，

成为各版块旅游产业发展增长极，打造为全国主要

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五）旅游线路

秦巴山区旅游线路分为秦巴精品旅游线和秦巴

主题旅游线。

1. 秦巴精品旅游线

秦巴精品旅游线共 4 条：甘川古文化与山水生

态游、川陕巴蜀三国古道历史文化游、陕鄂道家

名山与历史文化生态游、豫鄂少林武当生态文化

游。

2. 秦巴主题旅游线

秦巴主题旅游线共 5 条：陇南川东小江南自然

生态游、汉江秦巴山水风情游、陕渝秦巴山水生态

游、南水北调科普游、历史文化名城体验游。

四、秦巴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实现旅游发展的“五大转变”

针对秦巴旅游发展现状问题以及旅游产业发展

趋势，秦巴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应该实现 5 个方面的

转变。

1. 转变旅游发展模式

从传统的行政割裂、各自为阵的旅游发展模式

转换为区域旅游合作，创建区域旅游一体化机制 [5]，

实现区域旅游从政策、生态保护、旅游产品开发与

营销、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合作与一体化发展。

2. 旅游发展主体转变

秦巴山区位于川、渝、陕、陇、鄂、豫五省一

市交界处，其中丰富的旅游资源多集中于小城镇与

乡村。旅游发展主体应从单一城市提升为主转变为

城镇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让小城镇与乡村承担重

要旅游服务职能。

3. 旅游开发模式转变

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人们对生态资

源保护意识的加强，必须转变从单一开发为导向到

保护与开发双目标的开发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使秦

巴山区旅游发展稳定、健康、持续。

4. 旅游产品转型

将传统观光旅游产品向体验型、度假型、文化

型及绿色旅游产品转变，构建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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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增强旅游产品吸引力，并通过旅游产品带动上

下游产业链发展，激活旅游经济。  
5. 旅游营销方式转变

从传统的旅行社营销转变为国内营销和国际营

销相结合、网络营销和常规营销相结合、大众宣传

和专项营销相结合、市场营销与网络预定相结合的

多种营销共存模式，构建秦巴旅游营销大网络，提

高市场营销的有效性。

（二）建立区域旅游发展协调合作机制

秦巴区域旅游协调各个利益主体，需搭建区域

旅游一体化机制。建立区域协调合作机制，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架构多元主体

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协作、行业推动、民众

参与”的旅游协作机制，充分发挥各类主体在旅游

发展中的作用，做到既相互分工又相互协调。

2. 架构组织机构

（1） 组建“大秦巴办”

在秦巴片区组建“大秦巴办”，促进秦巴环境、

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快速发展，目

的是解决资金短缺和交通障碍两大问题。其涉及旅

游的核心职能是制定秦巴旅游业发展战略规划，制

定秦巴旅游业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规范指导区内

各级行政组织、旅游企业和其他民间组织的旅游相

关行为，负责牵头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秦巴区

域一体化合作事宜。

（2）组织融资网络

通过财政扶持、资金整合、社会投入等方式形

成秦巴旅游发展融资网络，主要构建 5 大旅游投融

资平台：秦巴旅游开发基金、秦巴旅游发展专项资

金、秦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秦巴生态旅游建

设专项资金和秦巴旅游产业投资基金，用于秦巴旅

游经营性项目开发。

 （3）构筑“秦巴旅游合作发展基金会”

采取基金会的模式，将“大秦巴办”成员的相

关权益转化为基金会的份额，秦巴片区川、渝、陕、

陇、鄂、豫五省一市按照份额分摊年度基金认缴额

度，将相关权益集聚在基金会里，构筑“秦巴旅游

合作发展基金”，以资助秦巴认知共同体的发展事

务，维系合作发展的可持续性。

（4）建立秦巴旅游行业协会

建立由秦巴境内从事旅游开发、旅游景点、旅

行社、饭店、旅游教育、旅游团队接待单位和旅游

信息等企事业及其相关经济组织自愿参加组成，实

行兴业服务和行业自律的跨部门、跨所有制的非营

利性的行业性社会团体法人。

（5）设立“秦巴旅游论坛”

设立“秦巴旅游论坛”，就秦巴地区在资源利

用和保护、城市经济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产

业结构调整、企业发展、发展环境建设、区域一体

化制度建设等热点和难点问题加以研讨，发布政府

导向性政策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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