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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城市商业游憩区的形成及功能布局分析
张瑶瑶

在城市游变得越发热门的今天，对于旅游资源丰富的四川地区来说，如何突出和完善城市商业区

的游憩功能，满足外来旅游者观光及体验城市文化的需求，以此更好地吸引游客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对

目前四川地区城市商业游憩区的供给和设施布置、功能布局进行了详细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为如何更有

效处理城市游憩、城市商业功能及城市其他功能的关系，如何进一步进行商业游憩区的建设及规划研究

提供了理论依据。

引言
城市商业游憩区是以城市商业中心为基础，并融入各种游

憩活动，所形成的集观光、购物、休憩和娱乐等于一体的宜人场

所。随着国家公共节假日的增加，人们的休闲时间大幅度增长，

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城市游这一旅游方式。在旅游资源

相对丰富的很多大城市，其完善的商业游憩区已经成为吸引无数

外来游客到此一游的重要因素。而城市商业游憩区的发展与人们

的游憩需求密切相关，包括游憩项目建设、游憩资源开发等，当

游憩与商业相结合时，便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城市商业游憩区。

城市商业游憩区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城市的其他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按功能划分可分为休闲购物

类、观光旅游类、历史文化类等。因此从广义上来说，城市商业

游憩区不仅只满足购物需求，还应使人们能在该区域内完成旅

游、餐饮、娱乐和休憩等一系列活动，从而形成城市商业游憩系

统。城市商业游憩区是以传统商业区为基础而逐步发展演变而成

的，其内部空间可以划分为4个方面：建筑空间、街道空间、广

场空间以及交流空间。本文通过对目前四川城市商业游憩区的分

析，发现其表现形式较为多样化，具体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线性分布——步行街
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四川城市商业游憩区多以线性模式分

布，线性分布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游憩设施沿道路、巷子、河流等

线状物进行布局而形成。而其中步行街是四川城市游憩商业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以某条街区为基础衍生出“十字”“工字”等网

状结构。步行街是城市开放空间的一种形式，其有着明显的线性

空间特征，如成都春熙路步行街、宽窄巷子等，都是将购物与娱

乐、观光旅游很好地结合起来，其中，春熙路步行街里面的中山

广场、宽窄巷子里的艺术品展示等都很好地满足了人们文化、娱

乐等休闲游憩方面的需求。步行街区通过对各种功能的相互协

调，可以让人们在步行街区不仅能得到购物需求，更能得到带游

憩性质的娱乐、交流等各种需求的最大满足。

二、点状分布——游憩中心
在四川城市商业游憩区中，游憩中心大多以点状的空间形式

呈现。在点状的游憩空间中，大型游憩购物中心成为不少城市的

新宠，其一般是游憩活动空间中最密集、最活跃的地方，是游憩

设施布局和游憩活动的焦点，商业游憩区再以此为中心向周围渗

透、扩散。在四川各城市，现代购物理念的改变使得购物已成为

人们重要的休闲、游憩方式之一，许多大型的综合购物中心也应

运而生。如成都远洋太古里，其是一个开放式、低密度的街区形

态购物中心，汇聚了一系列国际一线奢侈品牌、潮流服饰品牌、

米其林星级餐厅以及国内外知名食府等，众多国际化的时尚零

售、餐饮、文化品牌纷纷入驻，并带动了酒店、金融、休闲和娱

乐等多种产业的兴起，这使得成都远洋太古里空间聚集指数急剧

上升，各种商业游憩设施在道路两端或两侧呈点状、线状甚至面

状延展性分布。

三、自然风景游憩区
在四川城市游憩商业区内还有很多以面状布局形式存在的自然

风景游憩区，自然风景游憩区是主要指依托一定的自然资源而形成

的城市游憩空间。此类游憩空间一般位于四川地区自然环境优美、

风景资源集中的城市。自然风景游憩区具有可供人们游览欣赏、

休憩娱乐的区域，一般包括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

园等。如峨眉山风景区、都江堰风景区等。除此以外，也存在某些

自然风景游憩区所依托的自然资源并没有特别具有典型性或者代表

性，但由于其位于大都市的中心区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

也成为了能吸引都市市民的游憩区，如成都三圣乡。

四、游憩型城镇
游憩型城镇是四川城市游憩商业区的一种重要空间体现形

式。因各个城镇的特色和资源不同，所以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也多

种多样。有如柳江古镇、黄龙溪古镇等依托当地独特的自然风光

而形成的观光度假基地；也有如安仁古镇、阆中古镇、李庄古镇

等依托当地深厚的历史积淀及古镇风貌而形成的历史性城镇；还

有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又称“西昌卫星城”，是我国卫星发射

基地）依托大型人工建造物而形成的旅游城镇……这些城镇之所

以能够成为游憩型城镇，除了具有一定的资源及特色以外，更主

要的原因是依靠大都市，近郊游非常便利。

五、结语
四川的旅游城市较多，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其许多城市的商

业游憩区都是依托特定的旅游资源而建立的。其城市商业游憩区

的形成及演变多围绕某一个景点或者历史古街区展开，从最简单

的形态向较复杂的形态演变，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大并具有历史内

涵或自然气息的游憩区，都是依托当地的人文或自然资源，再辅

以基础设施的完善而逐渐形成的。因此，四川要处理好四川地区

旅游发展需求与城市商业游憩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城市

游憩、城市商业功能及城市其他功能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进

行四川城市商业游憩区的建设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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