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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1.1项目介绍

本项目以“松、泉”为资源出发点，通过注入文化线索，整合长

白山与池北区的环境资源，包括传统工艺、木材加工、野生物产、特

产民俗、神话传说等要素，注入文化要素，建设集合“工、商、文、

旅、居”五位一体的产业旅游创意综合园区。

1.1.1 项目名称

长白山十八坊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1.1.2 建设性质

新建、改建、扩建

1.1.3 建设地点

长白山十八坊地处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的东北部,西连美人

松公园,北临二道白河火车站,东接安图林场,西南至美人松路,东至

松花江路,北至池北大街,区内涧水河自南向北流经地块。

1.1.4 建设规模

本项目规划占地面积为 227 公顷

1.1.5 建设内容

本项目主要建设包括 6个功能区域：轻工加工产业园区、商贸汇

集园区、文化内涵核心园区、十八坊景观链园区、度假酒店园区、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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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配套园区。

1.1.6 项目建设期

2年

1.1.7 总投资与资金筹措

项目总投资 200 亿元，全部由建设单位自筹解决。

1.1.8 包装策划书编制的依据

《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 年）》

《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实

施意见》

《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 年）》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

《关于加快推进吉林省全域旅游发展的实施方案》

《吉林省新基建“761”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2020 年长白山全区工作报告》

国家及地方有关法令、法规及政策

1.2 项目背景

目前，旅游产业逐渐分化为两个方向：一是观光型旅游产业，二

是以休闲度假为主的乐趣型旅游产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观光型旅

游产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过于密集的旅游人口降低了旅游的舒适

度；走马观花式的观览使绝大多数游客无法享受旅游带来的乐趣。

长白山丰厚的景观资源、优越的地理和人文历史条件蕴含着巨大

的开发潜能。而我国正处于观光旅游向休闲体验旅游发展的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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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国家正在实施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扩大投资、

拉动内需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这些都为长白山旅游业带来了难得的

发展机遇。

长白山是一座巨型复合式盾状休眠火山，为我国东北地区第一高

峰，具有丰富完整的生物资源，典型的植被垂直分布带谱、美丽奇特

的自然风光，深渊厚重的历史文化，以其雄伟壮美、原始荒古跻身于

“中华十大名山”、“中国十大最美森林”之列，2007 年被列为“国

际 AAAA”级旅游景区。

《2020 年长白山全区工作报告》指出,长白山未来将大力发展生

态旅游，即将突破对外交通瓶颈,持续优化旅游环境。

根据预测，长白山旅游人次将逐年增长，长白山旅游未来将破千

万人次，未来旅游市场发展前景广阔。根据预测，在“四季融合效应”

下,长白山将打破原有冬季旅游局限，实现四季可游。

根据数据分析，长白山景区旅游发展数据显示：



长白山十八坊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6

长白山池北区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坐落于国家 5A级旅游风景区

长白山脚下，距长白山 35公里,是长白山区域最核心的旅游目的地和

最重要的旅游集散地。池北作为长白山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服务载

体，接待旅游人次最多，带来的旅游业收入也最多，远超其他两区。

游客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最高的季节是夏季，避暑度假旅游是旅游产

业的重中之重。 未来如此规模巨大的游客需要在此落脚。

池北区旅游项目业态丰富，涉及多个旅游主题，大多数项目集中

布局在二道白河镇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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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就是抓住了这个商机，依托十八坊的区域及资源优势，打

造集“工、商、文、旅、居”的综合型产业园区，将周边的旅游业态

串联成线，实现创新，带动池北区潜在市场的发展。围绕高铁休闲时

代旅游服务倍增需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补齐短板，充分发

挥池北区首府及服务主基地的优势，构建“一核多点”一小时旅游极

核圈、“两轴四园”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增强“协同”之力，释放“融

合”之效，提升“发展”之势。未来相信十八坊产业园的建设会提升

池北区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发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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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实施的有利条件

2.1政策环境

《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 年）》加快服务业创新发

展、增强服务经济发展新动能，关系人民福祉增进，是更好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需求、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关系经济转

型升级，是振兴实体经济、支撑制造强国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实现一

二三次产业在更高层次上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关系国家长远发展，

是全面提升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

贯彻落实《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

若干实施意见》部署的各项重点任务，支持城市综合体和特色商业街

区建设，打造新型城市商圈，充分发挥城市综合体在推动服务业发展

中的龙头和引擎作用，加快培育新的支柱产业，推动城市商圈转型升

级、跨越发展。

《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 年）》中提出，优化生态

旅游发展空间布局，以生态旅游片区为依托，以生态旅游协作区、目

的地、线路和风景道为载体，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推动不同地域生

态旅游特色化、品牌化、差别化发展。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旅游资源

整体开发为重点，探索生态旅游发展推动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新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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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创新生态旅游投融资、环境教育、生态补偿等机制，形成生

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新模式。坚持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调动各类市场主体、

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拓宽参与渠道，让当地居民更多分享生态旅游发

展红利。

到 2020 年，一批重点生态旅游目的地和精品线路基本建成，生

态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公共服务进一步完善，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更加

广泛，带动脱贫攻坚取得明显成效，环境友好型、非资源消耗型的生

态旅游理念逐步形成，培育一批生态旅游重点品牌，初步形成全国生

态旅游发展的基本格局，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生态旅游目的地

国家。

到 2025 年，以生态旅游协作区、目的地、线路和风景道为主体

的总体布局基本确立，区域合作机制更加健全、合作模式日益成熟，

生态旅游资源保护、产品开发、公共服务、环境教育、社区参与、营

销推广、科技创新体系逐步健全，生态旅游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作

用全面发挥，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成为世界生态旅游强国。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中提出，加强国民旅游休闲产品开发与活

动组织。鼓励开展城市周边乡村度假，积极发展自行车旅游、自驾车

旅游、体育健身旅游、医疗养生旅游、温泉冰雪旅游等旅游休闲产品，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发农村居民喜闻乐见的都市休闲、城市观光、

文化演艺、科普教育等旅游休闲项目，开发旅游演艺、康体健身、休

闲购物等旅游休闲消费产品，满足广大群众个性化旅游需求。加强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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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休闲的基础理论、产品开发和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加大旅游设

施设备的研发力度，提升旅游休闲产品科技含量。

《关于加快推进吉林省全域旅游发展的实施方案》中提出，到

2020 年，完成 19 家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指导和省级验收工

作；到 2022 年，全省 30 个县（市、区）和条件良好的市（州）以及

国家级产业园区完成指导和省级验收，力争 10个县（市、区）完成

国家认定。实现全省全域旅游发展框架基本奠定，全域旅游体系与能

力总体形成，全域发展效应显现，在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发展道路

上稳步前行。

《吉林省新基建“761”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中提出，文旅广

电方面，围绕旅游“双线”空间布局和“十四五”文旅产业发展规划，

谋划建设一批涵盖冰雪、避暑、生态、康养、乡村、红色等业态的重

大文化旅游项目，加快推动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和停车场、游客

中心等公共文化旅游设施建设，继续推进广播电视覆盖、应急广播等

广电公共服务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文旅广电产品、设施、服务的供

给能力和水平。体育方面，加大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力度，重

点加强足球场、多功能运动场、健身步道、健身广场、自行车赛道、

综合体育场、滑冰场、滑冰馆、滑雪训练基地等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完成空港新区综合训练基地、吉林体育学院空港校区和冰雪装备产业

园建设，积极落实“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加强冰雪运动场地

设施保障。

《2020 年长白山全区工作报告》指出，长白山未来将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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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即将突破对外交通瓶颈，持续优化旅游环境。

2.2市场优势

2.2.1 池北区旅游特色

近年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各有关部门采取了设立

自然保护区、退耕还林、对濒危物种和珍奇动植物进行重点保护等一

系列措施，有效地保护了长白山地区的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

池北区成功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被评为 2019 年全域

旅游发展年度优秀案例，被国际慢联授予国际“慢城”称号，被评为

最具特色风情小镇。

池北区先后荣获“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国家人居环境范

例奖”、“全国冰雪运动特色小镇”、“中欧绿色和智慧城市奖”、

“T20世界旅游名镇”、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可持续发展试点城市”、

“国际旅游度假目的地最具文化创意旅游小镇”等多项荣誉。

池北区二道白河镇坚持推进“旅游城镇化、城镇景区化、景区国

际化”三化融合，深度开发慢行慢游、冰雪运动、温泉养生等新型旅

游产品，锲而不舍推进特色城镇化进程。 深入挖掘“绿水青山”和

“冰天雪地”两大资源优势，形成山水林城相融、低碳节能慢行、人

文气息浓郁的绿色城市形态。

2.2.2 景观独特，气候宜人

长白山因其主峰白头山多白色浮石与积雪而得名。它位于欧亚大

陆东端，吉林省东南部，中朝两国边境上，是中国东北最高的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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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长白山是一座令人神往的山，有着神秘的森林，奇特的山峰，

无尽的宝藏。气势磅礴的飞流瀑布，巨大的高山湖泊，一望无际的原

始森林，奇异的火山地貌，珍贵的动植物，长白山堪称一座天然博物

馆。

长白山是一座休眠的火山，因其独特的地理构造，造就了其绮丽

迷人的景观。长白山的湖、谷、池、山、泉、林、峰，无一样不是为

世界所罕见，无一样不是秀丽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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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不仅风光美丽迷人，而且资源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是

欧亚大陆北半部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自然综合体，是世界少有的“物

种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据统计，这里生存着 1800 多种高等

植物，栖息着 50多种兽类，280 多种鸟类，50种鱼类以及 1000 多种

昆虫。以天池为中心的长白山保护区为中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具有

较高的科研、保护和旅游价值。于 1980 年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与生物圈”，是世界的一块瑰宝。

长白山景区属于受季风影响的温带大陆性山地气候，除具有一般

山地气候的特点外，还有明显的垂直气候变化。总的特点是冬季漫长

凛冽，夏季短暂温凉，春季风大干燥，秋季多雾凉爽。年均气温在-7

℃至 3℃之间，7月份平均气温不超过 10℃。年降水量在 700 至 1400

毫米之间，6至 9 月份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 60%至 70%。云雾多，风

力大，气压低，是长白山主峰气候的主要特点

2.2.3 区位优势好，利于与知名景区的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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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极为丰富，以自然风光旅游景点

为主，其中以垂直分布的山地森林为依托的森林生态景观、火山地貌

景观和山地冰雪风光是其风景资源的基本特色。著名景点、景区有天

池、瀑布、温泉、高山苔原、溶岩峡谷、岳桦幽谷、谷底森林等。

随着长白山机场扩建，多条直达航线运行，当前长白山机场多条

直飞航线开通,包含上海,长春,青岛,哈尔滨,大连,天津南京,广州,

北京,南昌,大庆,杭州等地都有直达长白山的航班。随着长白山机场

扩建、敦白高铁、沈白高铁、龙蒲高速等重大交通项目加快推进，交

通畅达带来客群跨越式发展，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2.3.4 长白山特产、美食丰富，具有很强的体验性，是旅游度假

产品的重要特色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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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覆盖率超过 86%，盛产各种药材、山货和土特产，最著名的

是“人参、貂皮、鹿茸角”三宝。我国北方著名的“水稻之乡”。享

有盛名的延边稻米，晶莹剔透，清香扑鼻，清代延边龙井县明岩乡所

产稻米就曾被钦定为贡米。稻谷类和蔬菜为基本饮食，菜肴通常以辣

为特征。特产：野山参、灵芝、蓝莓、野生松茸等，对保持人体健康

和康复具有极大作用。 当地特色美食有冷面、石锅拌饭、冻饺子、

烤肉等，为长白山增加了度假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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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项目选址与资源条件

3.1地理位置与区域范围

长白山十八坊地处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的东北部,西连美

人松公园,北临二道白河火车站,东接安图林场,西南至美人松路,东

至松花江路,北至池北大街,区内涧水河自南向北流经地块,总面积为

22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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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自然资源状况

3.2.1 气候条件

辖区属于受季风影响的温带大陆性山地气候，除具有一般山地气

候的特点外，还有明显的垂直气候变化。总的特点是：冬季漫长凛冽，

夏季短暂温凉，春季风大干燥，秋季多雾凉爽。年均气温在-7℃至 3

℃之间，7月份平均气温不超过 10℃，1月最冷，月平均气温—20℃

左右，最低气温曾出现过零下 44℃。年日照时数不足 2300 小时。无

霜期 100 天左右，山顶只有 60天左右。积雪深度一般在 50厘米，个

别地方可达 70厘米。年降水量在 700—1400 毫米之间，6—9月份降

水占全年降水量的 60—70％。云雾多，风力大，气压低，是长白山

主峰气候的主要特点。尤其是夏季，风云莫测，变化多端。年 8级以

上大风日数 269 天，年平均风速为 11.7 米／秒。年雾凇 165 天，山

顶雾日 265 天，年均日照数只有 100 天左右。

3.2.2 生态资源

长白山有由国际 A级自然保护区组成的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有

吉林省省级自然保护区——长白山特有树种长白松构成的长白松自

然保护区，还有中国最大的红松母树林原始群落，在长白山海拔

1600-2000 米的广阔地带珍稀植物和高山花卉繁茂发育，组成的高山

大花园堪称东北亚地区各山顶最具特色的自然景观，这里植被资源良

好，是天然的氧吧，为本项目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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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以东北亚第一高峰雄踞天地之间，以海拔最高的火山湖泊

和飞瀑流泉闻名遐迩，以三江源头、生态天堂哺育东北各族儿女。是

举世瞩目的“物种基因库”“自然博物馆”“世界 A级自然保护区”

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吉林省的“第一名片”，更是全人类共同的

宝贵财富。

3.2.3 水文情况

--天池：长白山天池是由火山喷发自然形成的我国最大、最高、

最深的火山口湖，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保存最完好的火山口湖。天

池湖水深幽清澈，湖泊孤悬天际，像一块瑰丽的碧玉镶嵌在群山之中，

使人如临仙境。天池除自然降水外无任何补充水源，湖水却终年外流

不止，为大自然之谜。长白山气候瞬息万变，使得天池若隐若现，绘

就了天池“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绝妙景象。长白山

天池还流传着天池怪兽的传说，更为她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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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池：距长白山天池北侧约 3km 的二道白河西岸，另有一

深一浅两个小天池，也是火山地貌形成的原始水域。小天池隐在岳桦

林中，一个碧蓝，一个橙黄，好似一对金银环，所以又称对环湖。银

环湖为圆形湖沼，南北长 40m，东西宽 30m，周长 260m，面积 5000m
2
，

水深 10余米，水清无波，恬静幽雅。它只有进水口，而无出水口，

水位终年无大变化，湖面如镜，倒映蓝天碧树。金环湖与银环湖大小

相当，但水深只有几米，有时干涸，露出黄色底泥。小天池四周青山

环抱，一直延续至火山口顶部，春、夏、秋季节花草树木构成不同色

彩，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鸳鸯湖：位于天池正西，桦皮河北侧。由两个略呈椭圆形，大

小相连接的湖泊组成。东西长 215m，南北宽 105m，一个四季从不封

冻，四周有针阔混交林环映，春夏秋野花盛开，把湖面染成色彩斑斓

的调色板，奇丽壮观。

--长白瀑布：长白山十六奇峰峰峰环抱天池，天池北侧有一缺口，

称闼门，天池湖水由此奔泻而出，向北流经 1250m，但由于山势陡峭，

水流湍急，一眼望去，像一架斜立的天梯，人们称之为“天河”或“通

天河”，也叫“乘槎河”。乘槎河从断壁迭落直下，形成落差 68m 的

瀑布，气势磅礴，轰鸣几十里，在阳光折射下，映出道道彩虹，这些

奇妙景象使人遐想无边，流连忘返。

--锦江瀑布：包括南锦江瀑布、彩虹瀑布、玉栏瀑布、拐弯瀑布

等。南锦江瀑布常年水流不断，一阶落差 50m，二阶落差 21m，总落

差 74m 的二阶瀑布，如银河般从褐黑色火山岩陡崖飞泻而下，激起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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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云雾，无比壮观。瀑布周围植被良好，两岸陡壁上遍布奇松怪石。

--温泉：长白山有梯云温泉、聚龙温泉、湖滨温泉、洗眼泉等温

泉，分别由大小不等的泉眼组成了温泉群，冬季温泉四周树枝挂满了

雾淞，景观奇特，泉水中有氢、钙、镁等物质，对皮肤病、关节炎及

风湿症等疗效较好。

--南、北锦江：发源于长白山西南坡，由众多泉水溪流汇聚而成，

在椅子山南 2.5km 处汇合成锦江，水质良好，清澈见底，无人为污染。

南锦江河道曲折蜿蜒，两岸树木繁茂，河谷清幽，原始生态气息浓郁。

北锦江峡谷段景观丰富，河流、幽谷、温泉、植被构成了较好的综合

景观效果。

长白山天池是松花江、图们江和鸭绿江的源头，其中松花江之源

二道白河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1.70 亿立方米，多年平均流量为 5.39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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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秒；图们江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69.20 亿立方米，多年平均流量

219 立方米秒；鸭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 81.00 亿立方米，多年平均流

量 258 立方米秒。长白山作为三江之源，水资源丰富。

辖区内的长白山是图们江、松花江、鸭绿江三大水系的发源地。

松花江是松花江主干流之一，它有南、北两个发源地，南源为头道江，

北源为二道江。头道江汇集了长白山西坡的各条支流，在保护区内的

主要支流有漫江、锦江、梯子河、大沙河、小沙河、松江河、槽子河

等。二道江汇集了长白山北坡的各个支流，在保护区内的主要支流有

头道白河、二道白河、三道白河等。其中，二道白河直接发源于长白

山天池，是第二松花江的正源。鸭绿江发源于长白山天池南麓，在管

委会辖区内的主要支流有十五道沟河、十九道沟河和二十三道沟河。

图们江源于长白山天池东麓，干流是中朝两国的界河，全区河流年平

均流量 240 亿立方米，水力蕴藏量 347 万千瓦。长白山是吉林省乃至

东北区的水系发源地，保护水源，保护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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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市场分析与前景预测

4.1旅游产品定位

长白山的资源条件好，品牌知名度高，发展空间广，市场潜力足，

对资本的吸引力很大。本项目的核心定位建设集合“工、商、文、旅、

居”五位一体的产业旅游创意综合产业园项目。

4.2目标市场分析

1.省内客源市场：

以省内居民利用节假日的休闲、观光、游览活动为主，多为近距

离和短期旅游，占省内客源市场总额的 40%左右。

2.省外客源市场：

一级市场：东北三省、京、津及华北地区，占国内客源市场总额

的 25%左右。

二级市场：东南沿海经济和旅游发达地区，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和

长江三角洲地区，占国内客源市场总额的 20%左右，属国内的中、远

程客源市场。

三级市场：国内其他地区，以中西部内陆省份为主，占国内客源

市场总额的 15%左右，属于国内远程潜在市场。

3.海外客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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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市场：韩国，占海外客源市场的 35%左右。

二级市场：日本、东南亚和港、澳、台地区，占海外客源市场的

50%左右，属于近中程市场。

三级市场：欧美和大洋洲地区，占海外客源市场的 15%左右，属

于远期侧重开发的远程市场，其比重会逐渐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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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项目建设方案

5.1建设规模

本项目规划占地面积为 227 公顷。

5.2项目具体建设内容

一.轻工加工产业园区：

服装纺织加工、木材加工、工艺品加工观赏、食品加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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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贸汇集园区：

特色创意综合体、十八坊区特色会所、生态餐厅、商贸综合体、

购物中心等。

三.文化内涵核心园区：

文化创意产业园、文化创意平台、艺术创作、遗产保护、大师工

坊、萨满民俗演艺广场、长白山传统文化博览苑、长白山十八坊创展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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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坊景观链园区：

1.美人坡板块：

一个集合旅游集散、文化体验、特色购物、主题度假、商务休闲

等功能于一体,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复合型、全天候的文化商业街区,

是一 处荟萃传统与时尚,东方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长白山文化休闲客

厅。建设包括“长白山时间”主题标识，长白山花园度假酒店，美人

坡入口牌坊，美人坡大酒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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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圣泉村板块：承载整个长自山十八坊的历史人文源点,该板块

以“皇家秘坊”为核心载体，以冷泉、热泉为特色吸引,成为融合文

化博览、民俗演艺、祈福祭拜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旅游景区。

建设包括：

圣泉驿站: 以唐代建筑风貌为特色的高端餐饮场所。

圣泉宫:以冷泉水疗为特色的康疗中心。

美人泉、剑泉:分别为热泉和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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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十八坊商业街区：特色小商品街区、特色美食区、文化生态游

憩中心、长白山特色产业生产及展示中心等。

五．度假酒店园区：

建设包括商务酒店、会议中心、休闲会所、写字楼、公寓、红酒

屋、SPA 会所、国际健康企业总部基地等。

六、综合配套园区：

信息交流平台、6G 体验、物联网格化可视平台、健康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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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服务中心、生态停车场等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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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财务评价

6.1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6.1.1 投资估算编制依据

本投资参照《吉林省市政工程预算定额》、《吉林省建筑工程预

算定额》进行编制。本项目总投资 200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40 亿元，流动资金 60亿元。

6.1.2 资金来源与筹措

本项目总投资 200 亿元，全部由企业自筹。

6.2经济效益预测

经测算，本项目的销售收入为 150 亿元，利润 50 亿元，投资利

润率为：24％；投资回收期为 6年(含项目建设期 2年)，财务内部收

益率 19％(税后)，财务净现值 73 亿元(税后)。

6.3 财务评价说明

本策划书只对长白山十八坊产业园区建设项目工程投资和收益

进行经济分析，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6.4 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长白山十八坊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打造长白山池北区的地标式十八坊产业园项目，通过对池北区自然资

源和旅游资源的结合转化，完善池北区的旅游产品市场，并且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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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自然资源的价值，同时整体项目的策划，避免了小规模开发建设

造成整体环境的破坏。该项目融入了网红经济及长白文化和现代科技

的内容，提高了休闲旅游的品质和品味，能迅速带动当地旅游文化产

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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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及建议

7.1可行性研究结论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吉林省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以旅游服

务业促进产业结构快速调整的扶持政策、符合吉林省发展规划、符合

市场需求。

长白山十八坊产业园建设项目的开发，正是顺应池北区十四五发

展时期的要求，顺应时代的呼唤，适时地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

必将成为适应各阶层、各行各业的大众旅游休闲场所。而且对增强区

域经济、促进长白山旅游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具有不可估量的

作用。

本项目开发的六大板块都从不同层面来挖掘、反映十八坊产业园

及其周边区域串联发展的特色，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吉林省大力发

展旅游服务业、以旅游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快速调整的扶持政策、符

合吉林省发展规划、符合市场需求。本项目坚持保护开发并举、保护

优先的原则，从而达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完美统一。

项目的经济效益较好，项目的财务内部收益率大于社会基准收益

率，财务净现值大于零，在经济上是可以接受的。

项目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等具有较好的互适性，深受各个

利益群体的欢迎，社会效益较好。

项目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稳定的资金保障，是一个值得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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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7.2建议

1.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物古迹

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条例，妥善处理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

系。

2.建立环境监测系统，加强对景区环境质量、自然景观、动植物

群落的监测、评价，重点加强大气和噪声污染的综合防治、水生态环

境的保护、固体废弃物和污染物的处理、景区内动植物尤其是珍稀和

特有动植物的保护。

3.提高旅游区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的环保知识水平，建立环境保

护岗位责任制度，把环境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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