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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世 界 级 旅 游 城市  

促宜昌 财政经济发展

宜昌市委  市政府

宜昌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物华天

宝，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山青水秀， 风光秀美；三峡工程，举世

瞩目。目前宜昌已具备建设世界级旅

游城市的基础和条件。

一是宜昌 拥有世 界级的旅游资

源。宜昌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 旅

游资源极为丰富。全市拥有各类旅游

资源 60 1 处， 其中世界级 3 处、国家

级 30 处、 省级 40 处。特别是水电旅

游资源举世无双， 如湖北省最大的水

电站——清江隔河岩电站， 装机 120

万千瓦， 年发电量 30.4 亿度；中国

最大的水电站——长江葛洲坝水利枢

纽工程， 装机 27 1.5 万千瓦， 年发电

量 157亿度；正在兴建中的世界最大

的水电站— ——长江三峡工程， 总装机

达 1820 万千瓦， 年发电量 847 亿度，

堪称全球超级工程， 世界水电之最。

一 个世界级的风景名胜区长江三峡，

再加上一个世界级的现代工程长江三

峡工程， 还有古代文化名人屈原和民

族团结使者王昭君的故里等，都是世

界级的旅游景观， 这是世界上任何一
个城市 无法比拟的优势，从而奠定 了

宜昌旅游在全国和国际旅游中的重要

地位。与之相配合，以巴人遗风、 土

家风情为代表的民俗文化，以三国古

战场、 三游洞为代表的历史遗迹，以

及以神农架、 大老岭、 柴埠溪国家森

林公园为代表的生态旅游和现代探险

休闲度假胜地等构成了宜昌多姿多彩

的旅游画卷， 形成了 “三峡捧出宜昌

市， 世界崛起水电城” 的重要基础。

只要以宜昌城区为中心， 以三峡大坝

为龙头，以长江三峡为轴线， 南北辐

射， 深度开发，宜昌完全可以成为世

界级的旅游集散地和旅游目的地。

二是宣昌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性

机遇。葛洲坝工程的建设使宜昌实现

了第一次振兴，三峡工程的建设将使

宜昌实现第二次振兴。宜昌已从非旅

游城市发展为湖北乃至全国重要的旅

游城市， 以水电旅游为特色的旅游业

已显示出勃勃生机。国家实施西部大

开发战略和湖北开发鄂西地区， 将不

断放大三峡工程的综合效应。这些重

大历史机遇相互叠加，使宜昌 又一次

成为国内 外资金 、 技术 、 信息 、 人

才的重要汇聚点。特别是2002年大江

将要再次截流， 2003年将要实现第一

批机组发电，“高峡出平湖” 即将成

为现实， 必定会吸引大量海内 外游

客， 三峡旅游必然会迎来又一次大发

展的高潮。

围 绕建设 世界级旅游城市的目

标， 宜昌市 委 、 市政府按 照 “高起

点 、 新思路 、 大手笔、 创一 流” 的

总体要求，实施三步走战略， 努力由

旅游资源大市向旅游经济强市跨越。

即：到 2003 年， 把宜昌建成中国最

佳旅游城市，初步成为国内知名的旅

游目的地，旅游业将成为全市国民经

济新的增长点；到 2005 年， 把宜昌

基本建设成全国一流旅游名城， 旅游

总收入预计达到 100亿元，相当于全

市国内生产总值的 16.4% ， 占第三产

业的 49.8% ；到 2009 年， 长江三峡

工程全面竣工后， 宜昌将初步建成世

界水电旅游名城， 成为世界级旅游目

的地城市， 旅游业将成为全市国民经

济的重大支柱产业。在此基础上，继

续向世界级城市迈进。为实现这一目

标， 主要采取了五大措施：

一是高起点规划 ， 建设世界级旅

游城市品牌。首先树立 “城市就是旅

游景点” 的观念， 坚持旅游发展 与城市

建设一体化， 把发展旅游业 与城市建

设有机结合起来， 营造一流的发展环

境、旅游和居住环境， 不断提升城市品

位和价值， 不断完善城市旅游功能， 使

宜昌成为最适宜游人旅居的城市， 用

一流的生态环境提升旅游的档次， 用

火爆的旅游提升城市的等级。其次，

突出旅游规划编制与管理， 把宜昌纳

入国际 、 国内 旅游经济 发展圈。第

三，突出旅游功能， 建设城市旅游品

牌。不断完善城市旅游功能，提高城

市文化品位， 优化城市布局， 加快城

市旅游景观规划建设 ， 大 力营造具有

水电特色的 “不夜城” 城市夜景， 搞

好绿化美 化， 形成 “林 在城中 ， 城

在林中” 的城 市 风景。

二是高标准建设 ， 打造 “中国顶

级 ， 世界精品 ” 旅游产品 。 三峡 大

坝国际旅游区 拥 有全市79% 的旅游资

源， 创造了 全市 9 1 % 的旅游总收 入，

是宜昌的优势旅游区 ， 也是宜昌推向

世界的王牌旅游产品。因此要实施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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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牌战略，集中力量，重点建设三

峡大坝国际旅游区，形成以三峡风光

为背景，水电文化为特色，以三峡大

坝、葛洲坝和宜昌市为依托的 “中国

顶级 、 世界精品” 的旅游胜地， 并

建成国家级精品 、 省级精品和地方级

精品等一系列 “精品链”， 使之与世

界级旅游城市相适应。

三是高水平管理 ， 营造加快大旅

游发展的环境。进一步树立 “政府主

导就是营造环境，营造环境就是发展

经济”的观念， 以创建中国最佳旅游城

市工作为契机， 加强部门配合，形成社

会联动机制， 大力营造一流的大旅游

发展环境。进一步完善旅游功能，增强

旅游发展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加快基

础设施建设，形成以水电旅游中心为

主的五大中心：全方位开发利用长江

三峡和 “世界水电之都” 两大世界级

旅游品牌，体现水电旅游特色， 形成

世界水电旅游中心；加强现代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 加快信息网向高速 、 宽

带 、 大容量 、 多媒体方向发展， 以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形成区域性信息

中心；实行 “旅游畅 通 工程 ”， 加

快 公路 、 航空 、 铁路 、 管道 、 水运

交通网建设，使宜昌成为汇集五大交

通网的综合交通枢纽， 形成区域性交

通中心；大力发展商贸服务业， 稳定

发展金融保险业， 形成区域性商贸中

心；加快科教兴市， 形成区域性科教

文化中心。

四是高水准造势 ， 大力提高宜昌

旅游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把

开拓市场当作旅游业发展的龙头来

抓， 善于抓重点 、 抓卖点 、 抓兴奋

点， 借机造势， 借势 “造市 ”， 提

升知名度，扩大旅游市场份额，充分

展示 “世界级城市” 形象。

五 是高质量发展 ， 壮大旅游 产

业规模。 发挥旅游业对农业、 工业、

服务业的关联带动作用，促进产业结

构调整，扩大对外开放，拓宽就业渠

道，拉动内需 、 刺激消费。努力发展

壮大旅游产业规模， 提高旅游产业质

量 和效益。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

求，采取股份合作、 兼并划转、 公司

制改造等多种形式，加快旅游企业改

革；培育 和扶持 旅 游 企 业向 集 团

化、 网络化方向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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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不仅是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所在地， 更是闻名遐迩

的旅游胜地。全市拥有各类旅游资源 601 处，其中世界级 3

处、 国家级景点 30 处、 省级 40 处，景点密集度位居全国前

列。为了培植旅游财源， 做大旅游 “蛋糕”，宜昌市财政

部门提出了 “旅游兴财” 的财源建设战略， 并在实施过程

中，不断更新理财观念， 按照公共财政的理论原则， 充分发

挥财政职能作用， 重点在旅游规划、 基础设施、 宣传促销等

方面对旅游发展给予有效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宜昌旅游业的

快速健康发展。

一是大力支持基础设施的建设。旅游业的发展依赖于良好

的基础设施条件。十年前因交通条件差， 来宜游客常抱怨宜

昌进得来出不去。为了尽快改善环境， 扩大旅游承载力， 财

政部门通过争取上级支持、对外融通和向内筹集等多种渠道共

筹措资金1.8亿元投入到宜昌三峡机场的建设。 机场建成通航

近 5 年来， 已开通宜昌至北京 、 上海 、 广州、 重庆等全国

大中城市 16条航线。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将宜昌市城区

建设与旅游设施建设结合起来， 在财政每年安排近2亿元城建

资金的同时， 利用专项资金、 国债资金和银行贷款投入宜昌

长江大桥、 夷陵长江大桥 、 云集遂道、 夷陵广场、 五一广

场和旅游港口码头及宾馆饭店等基础设施建设，已从根本上解

决了制约旅游发展的 “瓶颈” 问题。 10 年来，还建成市区

园林及绿地面积 2346 公顷，人均绿地 9.09 平方米，城区绿

化覆盖率达 79.1%，城区保洁率达 100% 。

二是大力支持旅游规划的编制。旅游业总体规划的好坏不

仅直接关系到旅游景点的效益、 旅游建设的成本，还直接影

响到整个旅游业的长远发展。 1997年，宜昌市财政部门投入

旅游规划费 60万元，聘请专家教授制定了 《宜昌市旅游发展

总体规划》， 并得到市政府的批准。各县 （市 ） 区 在财政

的大力支持下也相继制定了旅游总体规划，累计投入资金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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