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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旅游圈建设对所辖地区的发展机遇空前，但挑战也不少。根据丽江的优势，要紧紧围绕建设区域旅

游交通综合枢纽、文旅创新示范中心、区域科教中心、信息技术产业基地、节事会展窗口等目标，发挥建设区的辐

射、带动作用，主动服务对接毗邻区域，打造生态旅游区门户枢纽。在战略上要加强区域合作、争取重大政策和项目

支持、建立跨省区联合行动机制，开展旅游项目双边与多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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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tourism circle ha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under its ju-

risdiction,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challenges. According to the advantages of Lijiang, we should closely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tourism and transportation comprehensive hub, cultural and tourism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center, regional science and ed-

ucation cen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base, Festival and Exhibition window, give full play to the radiation and driving role

of the construction area, actively serve the adjacent areas, and build the portal hub of the eco-tourism area. Strategically, we should

strengthen regional cooperation, win support from major policies and projects, establish joint action mechanism across provinces and

regions, and carry out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ourism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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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川藏三角区指横断山脉中部、滇川藏三省区

交界的地区。包括西藏的昌都地区，四川的甘孜

州、凉山州，云南的迪庆州、怒江州、丽江市等 6
个地区（州、市），是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1]

国务院委托国家旅游局和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

编制的《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

（2007—2020）》，成为国家层面指导该区域保护和

发展的政策法规性文件，明确提出将香格里拉生态

旅游区规划建设成为中国典型的生态旅游区域、世

界一流的特色生态旅游目的地，国家旅游局已把香

格里拉旅游线作为代表国家形象的12条黄金旅游线

之一向海外推介。区域内各地州市立足自身特点、

发挥各自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推动生态旅游向更

大范围、更多领域和更深层次拓展。

一、打造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门户枢纽
的优势及挑战

在持续推进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开发建设过程

中，丽江的定位、地位及潜在作用至关重要。要想

收稿日期：2018-12-26；修回日期：2019-02-22
基金项目：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横向项目“丽江在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圈的地位和作用研究”（HXXM2018002）
作者简介：杨小明（1980—），女，汉族，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旅游文化、旅游管理。

Doi:10.3969/j.issn.1672-0105.2019.01.020



第19卷 第1期

在区域内发挥更大作用，产生更大影响力，丽江既

有优势也有短板，既充满机遇又面临挑战。

（一） 丽江旅游业基础条件好、综合实力强，

在区域内比较优势明显

近年来，丽江经济社会步入快速发展期，旅游

业进入跨越发展和转型发展通道。丽江的品牌效应

不断扩大，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号召力稳步

提升，国内外旅游热点目的地的地位日益巩固；城

市化水平和城市品质大力提升，是极少数凭借旅游

业综合影响力进入国内三、四线城市的地区；旅游

接待人次、旅游综合收入、海外游客接待人次、旅

游创汇等主要指标快速稳步增长；航空吞吐量逐年

攀升，丽江机场跻身西南地区五大区域枢纽机场之

列，是全国业务最繁忙的支线机场之一，在周边区

域独树一帜、无与争锋；铁路、高速公路路网加速

完善，南下、北上、东拓、西进的规划格局正在逐

步实现，3～5年内将有望完成质变；旅游基础设施

对标一流，国内知名企业投资热潮正在形成，国际

著名酒店品牌纷纷落户丽江；以文化旅游为代表的

一批旅游产品开发呈现聚集效应，各种旅游新业态

积极探索和加速布局。综上所述，目前丽江在香格

里拉生态旅游区中心城市已经具备基本实力，龙头

地位的优势和趋势更加明显，辐射带动潜力深厚

巨大。

（二）受政策及现实制约，丽江在区域内面临

被边缘化的挑战

受历史原因、市场化水平、通达条件、地理区

划、本位主义等因素影响，丽江在区域内的资质和

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1.政策层面：丽江在总体规划中的作用不突出

作为国家指导性政策法规性文件《中国香格里

拉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2007—2020）》，该规划

无论是在总体布局上确立的三片核心区（迪庆、甘

孜、昌都），还是六大重点旅游发展区 （环贡嘎

山、环昌都、环梅里雪山、环稻城三圣山、德格文

化旅游、然乌湖·米堆·怒江峡谷），均未将丽江纳

入其中，仅仅将其定位为区域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的门户之一（与西昌并列） [2]，主要是发挥功能辅

助作用，向核心区输入客源。这一规划定位极大地

限制了丽江在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角色发挥和活

动半径。

2.政府层面：区域内各地主动出击，抢占中心

地位

为了在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建设和发展中抢占

有利地势，占领制高点，区域内各地在处理与其他

地区的竞合关系时，竞争大于合作。即便是合作也

常常是带着连横合纵性质的合作，其本质是以我为

中心、借力用力。始于1994年的康巴艺术节，每四

年举办一次，由川滇藏青四省区相邻四地州市轮流

举行，近几届借文化交流唱旅游大戏的氛围日益浓

厚，在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抱团凸显藏族人文文化

风情强势地位和主导发展的意愿强烈。2017 年 8
月，甘孜州州长在首届稻城亚丁香格里拉国际山地

旅游高峰论坛上透露：已积极为编制《中国香格里

拉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2020—2030）》做前期准

备[3],而此前金沙江流域香格里拉—稻城亚丁国际精

品旅游区已经开始建设，无形中占领了一个制高

点。近年来，迪庆州以建设“全国最美藏区”为目

标，加大对区域内其他相邻藏区的影响力，意在形

成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核心区的中心位置。

3.游客层面：丽江的区域旅游交通集散中心的

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受通达条件、旅行安全、综合成本等因素影

响，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内大规模的客源流动往往

以地域为界，钟摆式地大进大出、往复折返，彼此

间缺乏对接的途径和纽带，导致相邻旅游目的地之

间很难“借力用力”，更谈不上相互促进、共同发

展。这种状况不但造成游客时间、精力和旅游支出

的浪费，不利于旅游性价比和口碑效应扩大，而且

严重制约客源综合利用效率的提升。以四川稻城亚

丁为例，尽管距离丽江和香格里拉的距离只有约

200 公里，但是很少有游客从丽江方向进入亚丁，

致使这条兼具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且知名度较高的

黄金旅游线被闲置，丽江的区域旅游交通集散中心

的作用大打折扣。[4]

二、丽江打造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门户
枢纽的目标和措施

所谓门户就是要素流动的主要关口和通道，枢

纽即沟通联络、转换聚散的重要节点。两者的作用

和功能有所重合，也有所区别。门户侧重于针对包

括游客在内的区域外人群，解决进出便利性的问

题；枢纽则内外兼顾，对外发挥中转发散、延伸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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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功能，对内起到辐射带动、汇聚吸纳的作用。

总体来看，经过10多年的超常规发展和综合积

累，丽江综合实力已经在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中强

势崛起，旅游业发展质量明显高出其他地区一个档

次和等级，在向迪庆州外溢影响力的基础上，具备

了向省内的怒江州、四川省凉山州、甘孜州和西藏

藏族自治区昌都地区等滇川藏毗邻三角地区发挥辐

射带动作用的实力和条件。依托长江经济带、香格

里拉生态旅游区、藏彝文化走廊等国家战略和重大

项目，立足自身禀赋，发挥综合优势，丽江要主动

对接区域需求，积极向外拓展，以服务滇川藏毗邻

三角地区为重点，持续发挥在区域内的辐射力、带

动力和影响力，围绕建设区域旅游交通综合枢纽、

文旅创新示范中心、科教重镇、信息服务基地、节

庆会展高地等目标，努力打造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

门户枢纽。

（一）建设区域旅游交通综合枢纽，提高丽江

与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能力

交通基础设施滞后是制约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

发展的根本因素，也是区域内各地加强旅游合作的

“拦路虎”。由于公路、铁路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

规模大，受制于横断山脉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地质条

件，加之宏观政策、建设资金筹措、投入产出效益

等综合因素，短期之内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变。大力

发展支线航空是弥补陆路交通不足、提升区域互联

互通、解决区域内普遍困扰游客“旅多游少”“旅

慢游快”矛盾的有效手段。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丽江、香格里拉、亚丁、泸沽湖等机场相继建成通

航，吞吐量逐年递增，区域内各地纷纷积极推进机

场扩建改造和规划建设进度。

丽江机场1995年正式营运以来伴随着旅游业的

崛起飞速发展，经过两轮改扩建，丽江国际机场通

航城市达 59个，运营航空公司达 29家，形成了通

达国际(地区)、国内大中城市及省内周边州市的航

线网络布局，旅客吞吐量跃升到2017年的710万人

次，成为云南省第二大航空港，跻身全国40大航空

机场行列。[5]基于年 4000多万的国内外游客量和机

场综合实力，辅之以日益完善的公路、铁路网络，

丽江建设区域旅游交通综合枢纽目标可期。

第一，航空领域，引进国内外航空公司在丽江

设立基地，加快通用机场的招商引资和建设工作，

加密现有航线和扩大通航城市，引导航企有针对性

地开辟以丽江为始发点和中转地的航线，重点是丽

江—泸沽湖、泸沽湖—亚丁（通用航空），丽江—

亚丁、丽江—昌都、丽江—林芝、丽江—康定民航

支线航空等有较大需求和前景的区域航空环线航

线，发挥旅游客源地的中转、接驳功能，建设覆盖

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空中走廊。

第二，公路方面，重点解决丽江与香格里拉邻

近区域的通达问题，力争建成三江口大桥、大具金

沙江大桥、泸亚线改造提升、石（鼓）至通（甸）

公路等“卡脖子”工程，打通旅游交通“肠梗

阻”，形成畅达的“微循环”，建设区域公路枢纽。

第三，铁路方面，跟踪大（理）-丽（江）-攀
（枝花）铁路、泸沽湖至大理铁路规划建设调整动

态，重点实施和推进丽江至香格里拉铁路建设，推

动丽（江）西（昌）高速铁路纳入规划，努力争取

将丽江建设成为该区域的铁路枢纽。

（二）建设文旅创新示范中心，发挥带动辐射效应

近年来，丽江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中进行了

有效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丰硕成果，

文化旅游产业占 GDP 的比例达 5.9%，是云南省的

“模范生”。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广大区域，尚处

于以接待、观光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旅游加速发展

期。随着以休闲、度假为特征的小众旅游时代的到

来，游客多元化外在需求和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内在

需要相互作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将成为区域内各

地的必然选择。

经过 10多年的培育发展和市场检验，《纳西古

乐》《丽水金沙》《印象丽江》《丽江千古情》《云南

的响声》等各种类型旅游演艺产品相继出现，使丽

江成为国内旅游演艺项目密集度和活跃度最高的旅

游地之一。先后引进了金茂、复华等一批国内颇具

实力的企业打造非遗街区（项目），在非遗保护传

承、人才培养、集中展示推介、产业化等方面成效

斐然。出现了拓展训练、房车营地、攀岩探险、自

行车旅行、帐篷（木屋）酒店等一系列旅游新业

态。丽江在发展文旅产业中积累了许多经验、聚集

了众多要素、形成了一批模式，在区域内具有示范

推广效应，具有向周边辐射带动扩散的实力。

第一，丽江要积极发展壮大创意产业，建设区

域文化旅游重镇。做强做优旅游演艺业。对于现有

的旅游演艺项目，在巩固数量、提升质量的同时，

以市场为导向，坚持主题化、特色化、差异化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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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保持产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旺盛生命力。

同时，走精品化、系列化品牌化路子，鼓励和倡导

丽江向区域内各地进行品牌、节目、人才等输出。

第二，打造非物质文化产业集群。规划和引导

丽江非遗街区、云南非遗集市、香格里拉生态旅游

区展示基地、中国少数民族非遗产业园等项目落

地，以项目承载内容、以规模形成影响，发挥对周

边乃至更大区域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第三，培育原生态文化创意产业。营造氛围，

创造条件，吸引国内外专才和企业来丽江开展具有

特色、竞争力的文化创意活动和生产经营活动。根

据市场化原则，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引导大

研、束河、白沙、玉湖、拉市、泸沽湖等形成社会

化文创基地，着力打造一批作家坊、音乐谷、画家

村、摄影街，形成创意文化新高地。

（三）建设区域科教重镇，服务香格里拉生态

旅游区

客观来看，丽江的科学教育在云南省内属于偏

低水平。然而，对于整体科教水平落后的香格里拉

生态旅游区而言，丽江仍不乏亮点。云南大学丽江

旅游文化学院、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都具有一

定的影响力、生源较好。滇西应用技术大学的酒店

管理学院也在丽江高起点、高标准建设。在香格里

拉生态旅游区，丽江的教育资源较为富集，教育实

力也位居前列，有望为整个区域提供优质教学服务

和人才培养选择。

洲际、凯悦、悦榕庄、温德姆、铂尔曼、希尔

顿等中外知名酒店品牌纷纷入驻丽江，是区域内品

牌酒店最集中的城市。在高端酒店与中低端民宿业

态发展中，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制度、产生的运作

模式、培养的各层次人才，都有向区域内相关地区

扩散和输出的可能性，具备相关旅游职业培训基地

的条件。

在科研领域，2001 年建成的中国科学院云南

天文台丽江观测站，被公认为是我国乃至东南亚

最优良的天文台址，在天文观测和宇宙探索中成

果累累，在探月工程、量子卫星通信实验等国家

重大科技项目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6 年建

立的玉龙雪山冰川与环境观测站是中国内陆的第

二个冰川站，是中国科学院在青藏高原南缘设立

的特殊环境野外长期定位观测研究点，也是我国

海洋型冰川和低纬度高原生态环境的科研支撑平

台和人才培养基地。随着云南省柔性引进高层次

人才基地落户丽江，一批专业性强、针对性实的

院士专家工作站相继成立，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同时，对丽江科研实力的提升起到了不可

低估的作用，还能为周边地区延伸服务，发挥积

极作用，形成科研“磁场”。

第一，丽江要不断增强教学综合实力和水平，

为区域内提供以旅游类专业为主的多层次的职业专

才。丽江各高校、企业以及相关旅游从业部门应积

极主动对接区域内各地的实际需求，采取各种有效

措施，吸引区域内旅游从业人员前来学习、培训和

提高，在交流互动中实现双赢。有条件的院校积极

走出去，与区内各地开展联合办学、联合培养、委

托培养、订单培养等教育合作。

第二，支持高美古天文台建成国内重要天文观

测研究基地。依托基地建设高水准天文小镇，使天

文科普、观测、体验旅游发展成为丽江的新名片和

旅游的新亮点，将丽江打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天文

旅游胜地，并与稻城、木里及其他具备开展天文旅

游的地区形成互动。

第三，做精做优玉龙雪山冰川与环境观测站，

努力建成我国西南冰川科研基地，主动服务香格里

拉生态旅游区冰川保护开发。将丽江在冰川保护开

发中积累的经验、形成的数据及科学成果可以为其

他地区提供借鉴和帮助，形成科学保护、合理开

发、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局面，为区域

内其他地区提供借鉴和帮助。

（四）建设信息服务基地，为区域内提供旅游

信息等大数据服务

信息技术是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的一个有力抓

手，也是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重要支点，更是

我国确定的加快培育和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受地域、环境、用电成本等因素影响，国内大数据

产业重心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和转移趋势日趋明显，

苹果、IBM、浪潮、华为等国际国内互联网巨头布

局内陆地区，贵阳、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等地发

展大数据产业打造“数谷”的成功实践，为丽江培

育“无中生有”新兴产业、实现“弯道超车”发展

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借鉴和复制创新的路子，也符

合国家对“窝电”“弃水”严重地区就地消纳转化富

余电力的政策和产业导向。综合大数据产业的经

验，大型数据中心适宜建在“高纬度（或低纬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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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富能源”地区。高纬度（或低纬度高海拔）

气候凉爽，为大型计算机组工作降温散热提供理想

的环境，以降低能耗；“富能源”则为大功率、高能

耗计算机提供安全、充足、低价的电源保障。

丽江市地处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连接部位，

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在13℃～20℃之间，春秋相

连，长春无夏，是典型的低纬度高海拔地区。丽江

还是我国十二大水电基地之首的金沙江水电基地的

重要组成区域，云南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之一，截

至2017 年底，丽江全市发电装机容量达1 443万千

瓦，约占全省水电装机容量的 1/4，中远期的发电

装机容量有望超过世界第一大水电站—三峡水电

站。为丽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产业提供了坚实

保障。丽江还具有国际知名热点旅游城市、对外通

达条件便捷、城市基础配套设施完善、经济外向型

特征明显等独特优势，在智慧旅游、全域旅游、特

种旅游、小众旅游等细分领域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有打造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区域性信息服务基地的

广阔前景。

下一步，丽江要努力构建信息产业集群。在跟

踪、落实、推进建设丽江大数据产业园的基础上，

发挥丽江知名度高、旅游市场庞大、电力资源丰

富、气候凉爽、年温差小等综合优势，积极探索和

尝试承建、承接国家、省部级专业数据库、云储

存、呼叫中心、结算基地，如流动人口管理查询、

人脸识别对比、通信适时分析、电网安全运行监测

等业务，引进国内外知名互联网公司和信息企业在

丽江建设区域中心（分部），开展信息技术服务业

务，尤其是面向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旅游信息服

务，形成信息产业集群和企业规模。积极引进大数

据、云计算、区块链、超算等前沿技术。针对尚处

于技术孵化期和成长期的新技术，要适当超前谋

划，给予积极关注。大力发展旅游战略咨询和信息

服务业。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支撑，通过利用

“外脑”、智库与区域内熟知情况和调查研究便利相

结合等方式，鼓励、扶持、帮助党政机关、科研院

所、民间力量开展专题型、应用型、实证型的各种

旅游战略咨询和信息服务。

（五）打造节事会展高地，扩大区域影响力和

向心力

国内外许多城市的发展经验表明，发展节事会

展业对于城市综合实力提升、品牌声誉扩大、行业影

响力渗透等方面具有其他产业难以比拟的作用。目

前，包括丽江在内的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缺少的正是

类似在国内外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节事会展活动。

丽江发展节事会展业，条件优越、基础扎实。

丽江雪山音乐节曾是国内第一个户外音乐节，先后

举办过四届，尽管商业运作并不尽如人意，但影响

力却至今尚存。丽江国际东巴艺术节、丽江婚俗文

化节、丽江雪桃节等节庆活动都具有较强的地域

性、排他性和独立性。丽江扩大在香格里拉生态旅

游区影响力中，发展节事产业是一个重要路径。

第一，恢复举办丽江雪山音乐节。巩固其品牌

价值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将重点放在如何实现商

业盈利上，确保良性发展运作。争取举办丽江国际

电影节 （周）。远学戛纳、威尼斯，近学山西平

遥，借鉴国内外电影节举办地的成功经验，结合丽

江及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独特优势，长期跟踪、

持续跟进，夯实硬件、优化软件，积累人脉、扩大

影响，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升丽江国际电

影节（周）档次和规格，将丽江的浪漫气质与影视

艺术珠联璧合，带动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影视创

作、拍摄、生产、服务、衍生品等系列产业的

繁荣。

第二，创办丽江遗产论坛。立足国内唯一拥有

三项世界遗产地级市这一特点和优势，积极争取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相关部委支持，创办和设立

以遗产发掘、保护、申报以及人地互动、平衡利

用、科学开发等为主题的丽江遗产论坛。从更大范

围来看，拥有众多具有世界遗产资源禀赋（茶马古

道、藏彝走廊、泸沽湖、三圣山、梅里雪山、雅鲁

藏布大峡谷等）的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举办遗产

论坛对于下一步联合或单独申遗有着巨大的现实意

义。而东道主通过论坛举办能够积极地扩大自身影

响和增强区域发展向心力，而论坛本身的影响力很

有可能不只局限于区域内。

三、丽江打造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门户
枢纽的战略

围绕以上设想和目标，丽江需要主动作为、积

极行动，既不能以老大自居的心态坐等游客上门，

也不能无视各地的发展无动于衷。

（一）树立合作共赢理念，加强区域合作

区域内部要杜绝“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的

88



第19卷 第1期

陈旧思维，树立“1+1＞2”“1+1+1＞3”的合作共

赢理念。丽江的现状、发展条件相对较好，要带头

做好表率，赢得尊重和认可，为牵头和主导区域共

同发展创造条件。要不断加强区域内的沟通交流，

与周边地区建立友好州市（县）关系，通过建立定

期化、经常化、制度化的互访、沟通、交流机制，

促进各地间政策决策的互通有无、公开透明、务实

高效，避免相互掣肘。

（二）积极争取国家支持，联合争取重大政策

和项目

上一轮规划即《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总体

规划（2007—2020）》，受各种原因影响，丽江在

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中的作用明显偏弱，定位偏边

缘化。新一轮规划在即，丽江应主动通过各种途径

与国务院、国家文化旅游部、国家发改委以及规划

编制实施单位进行沟通、协调，争取丽江在区域内

的门户枢纽地位以及相关诉求被采纳，并在实施过

程中给予相应的支持。

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属于经济社会文化落后地

区，需要国家在一些宏观政策层面进行倾斜，要联

合争取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做好诸如西（昌）香

（格里拉）高速、古城至宁蒗地方高速、滇西北旅

游大小环线等公路，“大（理） -丽（江） -攀（枝

花）”、丽（江）西（昌）等铁路项目等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推动项目纳入规划并加快实施。

（三）建立跨省区联合行动机制，开展旅游项

目双边或多边合作

以促进区域无障碍旅游为目标，以滇川泸沽湖

合作机制为蓝本或参考，以香格里拉、维西、贡

山、盐源、稻城、木里、芒康等县为重点，在品牌

推广、景区联合、客源共享、人员交流、旅游执

法、环境保护、应急救援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建

立跨省区联合行动机制。[6]

在巩固现有合作基础上，着眼增量，深入“蓝

海”，以旅游项目为纽带，通过开展双边或多边合

作，打牢与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互利共赢的基础，

在合作中发挥优势，进一步凸显枢纽实力和门户功

能。具体而言，面向整个区域，共同策划打造组织

高标准、高规格的“环香格里拉汽车越野赛”

“（大理）丽江—拉萨茶马古道汽车拉力赛”等赛

事。与迪庆州深化虎跳峡徒步探险、金沙江（奔子

栏—虎跳峡）极限漂流、金沙江（石鼓—开发区—

虎跳峡）油画走廊游船等合作项目。与迪庆、怒江

联合开展三江并流生态科考旅游合作；与凉山州合

作，开展泸沽湖环湖马拉松、自行车赛、七星越野

挑战赛、国际皮划艇（龙舟）邀请赛；与凉山、甘

孜合作，打造洛克怀旧之旅；与迪庆、甘孜合作，

打造中国最美雪山之旅；与昌都合作，开展纳彝藏

文化之旅。

总之，丽江要加强和深化与周边及香格里拉生

态旅游区的交流合作，立足现有基础条件，抓好旅

游市场整治，巩固和扩大旅游大环境稳定、安全、

有序、健康等基本面，要对事关丽江长远发展的一

些战略性领域超前规划、精心布局，坚持发展完善

壮大自身，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门户枢纽的地位将

逐步建立和凸显，在区域内赢得更多的信任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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