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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绿道”理念的城市旅游发展规划研究

———以荣成市寻山绿道旅游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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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背景下，旅游业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机会开始显现。绿道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方式

为城市旅游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通过介绍珠江三角洲绿道网总体规划和解析绿道旅游功能，分析了“绿道”对城

市旅游发展规划的积极影响，通过案例设计论证运用“绿道”理念指导城市旅游发展规划的可行性，阐述了通过建

立绿道网来更好的整合城市旅游资源，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游憩资源的可及性，构建连续而完善的城市游憩系

统，推动城市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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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ning Ｒesearch Based on“Greenway”Concept
———An ecample of greenway tourism of Xun Shan，Ｒong Che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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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economy strong development，the hug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opportunities of tourism is beginning to show． The greenway tourism as a new form of tourism brings new opportu-
nities for the city＇s tourism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reenway Network of Pearl Ｒiver Delta
and analytical greenway tourism function，analysis of the " greenway" o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urban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 Demon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the " greenway" concept guiding the urban tourism devel-
opment plan through the case design． Elaborated tha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reenway network to in-
tegrate urban tourism resources better，to improve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to improve the accessibility
of recreation resources，to construct a continuous and perfect urban leisure system，and then promote the urban
touris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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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进步的作用下，作为未来国民经济中的一项重要支柱产业，我国旅游业也呈现

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特别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得中国的旅游业迅速抬升。“五一”、“十

一”的节假日所表现出来的旅游市场的火爆现象，充分向人们展示了旅游业的美好前景。如今，旅游产业

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有的范畴，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涉及到娱乐、餐饮、交通、文化、工业、农业、林业、水
利、商贸、建筑业等多个产业部门的综合性产业。旅游业的发展对于拉动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社

会就业，扩大市场需求，改善投资环境，丰富文化生活、推动社会事业进步等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在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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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挥传统旅游业奇特风景、悠久历史文化和优美自然人文环境优势的同时，多元化的旅游方式也相继发

展起来，生态旅游、农业旅游、工业旅游、文化旅游等旅游形式层出不穷，而集环保、生态、低碳、康体、休闲、
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绿道旅游形式在我国的逐步开展起来，为城市旅游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1 关于绿道

1． 1 绿道的概念

本文中的绿道定义为一种线性的绿色开敞空间，一般沿着河滨、溪谷、山脊、风景道路等自然和人工廊

道建设，内设可供游人和骑车者进入的自然景观游憩线路和人工景观游憩线路，将城市公园、自然保护地、
名胜风景区、名胜古迹和城乡居住区进行连接的开敞空间纽带［1］。
1． 2 中国绿道建设理论与实践

从引入介绍国外绿道理论到国外绿道建设实践案例的研究分析，再到借鉴国外绿道理念对中国公园

绿地系统建设进行反思，融合国外绿道理念与国内原有概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绿道建设理念，绿道理

论与实践的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2010 年出台的《珠江三角洲绿道网总体规划纲要》，将中国绿道建设由理论研究上升为建设实践。根

据规划，2010 年广东省在珠江三角洲全面启动构建集保护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资源、改善民生和发展经

济等多种功能的绿道网络体系———珠三角绿道网［2］。根据规划，从 2010 年起，用 3 年左右时间，在珠三角

率先建成 6 条总长约 1690 ㎞的区域绿道，构成珠三角绿道网的主体框架。通过绿道网建设，调整和完善

城市绿地生态系统，形成珠江三角洲的生态基础支撑。
深圳绿道全长 19． 5 km，依托一些线性廊道将山景、海景、港口、生态岛、海鲜街等主要景点元素有机

串联，形成一条让游客身心愉悦的风景道。在景观规划方面以展现改革开放成果、保护区域生态以及“城

市空间纽带”为理念，把整条步行道划分为“凭海临风”“城港记忆”“海港印象”“渔舟晚唱”“半山观港”5
大主题，把海景、山景、林荫、港口、生态岛、海鲜街、观景台等元素有机结合，充分展示滨海城市特色、港区

全景和滨海美景［3］，大大改善了整个旅游区的品质，提高了旅游开发的经济效益。
绿道建设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生态景观层面，它既是城乡一体化建设和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统筹发

展的一种新尝试，又为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1． 3 绿道旅游功能解析

绿道的旅游功能具体表现为: 为居民和游客提供多种多样的生态旅游; 特色鲜明的游憩度假; 内涵丰

富的自然与人文体验; 以人为本的康体健身; 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集“生态 + 休闲 + 体验 + 康体 +
经济”为一体的景观游憩廊道。
1． 3． 1 生态旅游 绿道串联了公园、自然保护地、名胜区、历史古迹等多种类型不同的旅游景区。通过

绿道的规划建设将其沿线的山河湖湾、湿地、田园、森林等自然资源加以有效保护和开发利用，既是保护和

加强自然景观的重要手段，也为发展水域观光、农业观光、森林观光等生态旅游提供了良好的资源基础。
1． 3． 2 休闲游憩 在绿道的休闲功能中，主要有自行车、漫步和跑步，而绝大多数绿道三者兼有。绿道

的游憩功能则体现在提供多样且具有吸引力的游憩场所，使居民和游客在活动中较多的利用城市绿道，同

时提高城市的宜居性。
1． 3． 3 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体验 绿道是展现城市自然生态景观与历史文化的载体。依托绿道线性廊

道，将中心城区与城市公园、自然保护地、名胜风景区、森林公园、名胜古迹、植物园、博物馆等城市绿地系

统和近现代文化建筑串联形成统一的生态景观体系，带给游客愉悦的游览体验。
1． 3． 4 康体健身 绿道沿河滨、溪谷、山脊线、绿带等呈线性布局，通过健康游步道和自行车专用道的开

辟，为居民提供适合于散步、慢跑、骑车、晨练等活动的健身场所，增进居民健康，加强居民户外交流。
1． 3． 5 经济发展 绿道的建立，促进旅游配套设施的改善，通过刺激周边娱乐、餐饮、住宿、交通、商贸等消费，

有力地促进了城市旅游业的发展，通过带动就业和改善环境，改善民生，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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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设计实例: 荣成市寻山绿道旅游总体规划

2． 1 寻山概述

寻山街道办事处位于荣成市东城区、桑沟湾畔，辖域面积 54． 2km2，海岸线长 25 ㎞，东邻俚岛镇，北与

夏庄镇毗邻，西与崖头街道办事处接壤，南濒黄海。境内丘陵绵延起伏，地势北高南低。
寻山街道办事处历史悠久，美丽富饶的沿海岸线、奇特的海上礁石、具有浓郁民俗特色的海草石屋、葱

茏茂密的山峦、广阔静谧的水库湖泊河流融为一体，组成了寻山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优美的自然景色承

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蕴藏着淳朴的民俗风情，海洋文化、生态文化、休闲文化构成了寻山独特的文化底

蕴，丰富的资源为寻山的旅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2． 2 寻山绿道旅游发展目标

通过规划建设寻山绿道，构建连续完整的绿道网络，充分发挥其生态、环境、民生和经济功能，切实将

寻山绿道打造成为寻山发展城市旅游、建设生态文明的标志性工程。
2． 2． 1 生态目标 维护生态系统稳定，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通过维护绿道及周边河流、湿地、森林、湖泊等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保护寻山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系

统稳定。
2． 2． 2 环境目标 构建良好的城市旅游环境，促进宜居城乡建设［4］。

通过构建线形绿色城市游览体系，形成良好的城市旅游环境和人居环境，促进宜居城乡建设，树立良

好的城市旅游形象。
2． 2． 3 民生目标 引领绿色健康生活方式，构筑慢行绿色旅游网络。

通过旅游景点的规划建设，为居民和游客提供开展康体健身、人文休闲、科普教育的新型休闲游憩场

所，在丰富城乡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构筑慢行绿色旅游网络，开展“环保、低碳、宜居”［5］的绿道旅

游形式。
2． 2． 4 经济目标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寻山经济转型升级。

以绿道为载体，大力开发绿道旅游这一新型旅游形式，促进寻山旅游业和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扩大就

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促进寻山经济转型升级。
2． 3 寻山绿道旅游规划原则

2． 3． 1 顺应自然肌理，改善生态环境 充分利用寻山山、海、湖、河、森林、湿地等自然资源，结合城市绿

地系统构建寻山绿道，将分散的生态斑块有机连接，在开发城市旅游资源的同时注重城市旅游环境的保护

和改善。
2． 3． 2 串联景观节点，体现特色底蕴 发挥寻山绿道对各景观节点的串联作用，以旅游度假区、湿地公

园、郊野公园及人文遗迹、民俗村落、传统建筑等自然、人文资源为依托，充分发掘并展示寻山独具特色的

旅游资源和文化底蕴。
2． 3． 3 契合城乡布局，完善游憩系统 寻山绿道规划应契合城市的空间结构，有效发挥绿道在城乡之间

的生态隔离功能，引导城乡形成合理的空间发展形态，并通过绿道将城镇内部的重要旅游资源、公园绿地、
文化场馆等景观节点连通，成为城市旅游的联系纽带，通过构建多样的活动空间，完善城市游憩体系。
2． 3． 4 衔接绿道与慢行系统，倡导绿色游览模式 通过绿道选线，将绿道与城市慢行系统共同构成连

续、完整的绿道游览网络，丰富游客的游览方式，引领“绿色、低碳”的绿色游览模式。
2． 4 寻山 5 条区域绿道规划

遵循绿道旅游规划原则，综合考虑寻山旅游资源、基础条件和城镇布局，结合实际情况叠加分析，形成

5 条区域绿道( 见表 1) ，将寻山旅游景点有机串联形成陆上游线。
2． 5 寻山绿道旅游规划意义

通过规划建设绿道，发展绿道旅游，可以解决寻山结构性生态廊道保护体系缺失的问题，满足城乡居

民日益增长的亲近自然的需求，为进一步扩内需促增长，转变发展模式提供新载体，为推动寻山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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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休闲一体化及城乡建设奠定基础，更是推动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手段。在旅游规划中，借鉴绿道思

想，依托一些线性廊道将主要的景区、景点形成一条让游客身心愉悦的风景道，以改善整个寻山旅游的品

质，建立连续而完善的城市游憩系统，提高寻山旅游开发的经济效益。
表 1 绿道总体布局表

Table 1 The overall layout of greenway

绿道名称

Greenway name
主要特点

Main features
发展节点

Development node

1 号绿道

主线长约 14． 0 ㎞，沿桑沟湾、爱莲湾沿岸布设，

以滨水休闲为特色，西起文博中心，至褚家渔家

乐，途经 10 多个发展节点。

文博中心、大学城、海草房保护基地、中国海吧、

蔡家庄渔业特色餐饮、兔子石、青渔滩灯塔、白

鹭摄影基地、褚家渔家乐等

2 号绿道

主线长约 8． 4 ㎞，沿虎础寺林场布设，以山林湖

泊为特色，南起开心农场，至车道河漂流，途经

7 个发展节点。

开心农场、国际艺术村、神岭湖旅游度假区、虎

础寺、逍遥塔、逍遥山旅游度假区、车道河漂流

3 号绿道

主线长约 9． 3 ㎞，以生态休闲为特色，南起竹村

生态农业文化园，至车道河湿地公园，途经 6 个

发展节点。

竹村生态农业文化园、黄宝山矿泉水厂、荣成将

军文化园、神岭湖旅游度假区、孔雀野山鸡养殖

基地、车道河湿地公园

4 号绿道

主线长约 13． 5 ㎞，沿车道河、桑干河布设，以河

流景观为特色，西起车道河入海口，至文博中

心，途经 7 个发展节点。

白鹭摄影基地、车道河湿地公园、张晶麟故居、

虎口生态农业观光园、文博中心

5 号绿道
主线长约 10． 6 ㎞，以湿地景观为特色，北起文博

中心，至北洋游艇俱乐部，途经 9 个发展节点。
海滨公园、三和影视基地、桑沟湾国家城市湿地

公园、滨海公园、北洋游艇俱乐部等

3 “绿道”对推动寻山旅游发展的作用分析

3． 1 整合城市旅游资源，串景成网，重构城市景观格局。
绿道规划既“点———线———网”的三级绿道网络体系构建。绿道与生态系统、土地系统、绿地系统、游

憩系统、人文古迹系统之间的联系尤为密切，在既有的生态系统基础上，通过有效整合规划区内分散的生

态景观资源，形成优势互补的城市旅游资源体系，加强城市旅游的整体吸引力。通过绿道选线将寻山的城

市公园、历史遗迹、民俗村落、旅游度假区等景观资源节点有机串联，串景成线，连线成网，最大限度地保障

城市旅游空间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建立合理的城市旅游空间结构，密切城市与城市绿地系统的联系。通过

构建寻山绿道网络体系，抑制城市发展对城市绿地系统的侵蚀，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实现城市景观格局的

重构。
3． 2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作为沟通城乡的绿色生态廊道，绿道能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寻山绿道建设应尽量依托现有道路

基础，在减少工程量的同时充分保护原有绿化植被，为城市旅游发展保留更多的具有生态独特性的生态景

观和自然环境; 将分散破碎的绿色空间通过绿道重新连接，对受污染的江河湖海、森林田野等自然环境进

行生态修复，提高绿化水平和质量，形成完善健康的寻山绿地生态系统。
3． 3 构建连续而完善的城市游憩系统。

绿道网集生态、休闲、游憩、康体、交通功能于一体，依托城市主要滨水绿廊与道路绿廊形成主干绿道，

依托既有道路绿地、防护绿地、公园绿地进行城市绿道建设，结合寻山地方特色，串连寻山重要旅游资源、
公园绿地与自然湿地，构建完善而连续的城市游憩系统。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重塑绿色生态慢行旅

游交通网络，提高旅游体验效果; ②连接并创造更多游憩娱乐空间; ③促进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3． 4 传承历史文脉，重塑和提升城市旅游形象。

地域特色不仅体现在它的历史人文景观和城市建筑风貌，而是来源于地域景观的自然演变过程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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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变化中。解读和重塑城市风貌，必须从认识地域自然景观和格局入手，既要展现现代城市的建设成就，

也要传承历史文脉。通过充分发掘和保护寻山历史文化资源，并使其与周边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营

造以人为本、特色鲜明的景观风貌和视觉空间，强化寻山文化特色，提升寻山旅游形象。
3． 5 推动宜居城市建设。

绿道网将城市内部的公园、绿地等开敞空间与外部的水体、风景名胜、自然保护区等区域绿地有机地

串连起来，优化区域生态格局，形成集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活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绿色开敞空间网络体系。绿

道建设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改变人的出行方式和行为模式，创造更多的户外游憩活动空间，使人们的

休闲生活、游憩、娱乐、沟通更加丰富和健康，幸福感增强，极大地促进宜居城市建设，最终实现理想宜居的

生活。
3． 6 促进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

旅游经济方面，绿道引导旅游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产业布局，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促进新的休闲生

活方式形成，统筹环境友好型旅游经济的发展。绿道串联众多旅游景点景区，深化区域间旅游合作，增强

寻山旅游整体吸引力。同时通过联动作用，整合绿道沿线生态农业园、种养体验园、旅游渡假区、农家乐、
餐饮、住宿等旅游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第三产业和特产加工等第二产

业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寻山经济发展。

4 结语

国内绿道研究集中在绿道的景观生态意义方面，较少关注将绿道建设与城市旅游发展的关系，本文从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为城市旅游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入手，通过解析绿道旅游功能，结合实际规划案例，探讨

将从促进城市旅游发展角度，结合“绿道”理念指导城市旅游规划，并着重对“绿道”理念在城市旅游发展

规划中的积极作用进行分析，希望通过绿道旅游规划推动荣成市寻山旅游的发展，提升寻山旅游形象，形

成寻山独具特色的绿道旅游体系，为寻山旅游发展提供实质性支撑。
绿道的意义在于探索创造理想生活环境的方法，而绿道规划设计理论的研究和发展还存在很多需要

完善的地方，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均有自己的理论模式，本文是基于绿道旅游规划阶段进行的探讨研究，

因此，对于绿道及绿道旅游的相关研究还需在不断地实践中进行更深入更详细研究与探讨，以得出更合理

和更具指导性意义的规划细则，使绿道真正成为推动城市发展创造理想生活的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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