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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系统地阐述贵州旅游现状的基础上 ,分析了目前制约贵州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对今后贵州旅游业的可持续

发展战略提出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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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部 ,云贵高原的东坡 ,与重庆 、四川 、广西 、湖南 、云南诸省接壤 , 是一个典型的喀斯特

山区 ,区内住有汉 、苗 、侗 、布依 、彝 、水 、回 、壮 、瑶 、满 、白 、土家等 48 个少数民族 , 喀斯特自然景观神奇秀丽 , 民

族风情古朴浓郁 ,旅游气候宜人 , 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在国内外已具有一定知名度。目前贵州已将旅游作为经

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 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1　贵州旅游业现状

1.1　贵州旅游经济现状

贵州旅游业兴起于 80 年代。受配套软 、硬件设施的制约 ,初期的旅游业发展规模小 ,档次低 , 却已显示出

相当好的发展前景 ,通过多年的开发努力 , 贵州旅游已今非昔比。旅游业无论在旅客人数 , 还是经济收入等方

面都取得了较大进步 , 1990—1999年贵州旅游资料显示 ,海外旅客人数自 1990 年的 24112人次 , 至 1999 年达

到 166995 人次 ,增长了 6 倍;外汇收入从 1990 年的不足 100 万美元 , 增长到 1999 年的 5501.54 万美元 , 增加

了 50 多倍;国内旅游人数大幅度增长 , 1989 年为 399.23 万人次 , 1999 年增加至 1510.17 万人次 , 增长约 4

倍;人民币收入也大幅度提高 , 1990 年人民币收入仅为 0.2761 亿元 , 1999 年猛增至 43.75 亿元 , 10 年增加了

近 200倍(见表 1), 2001 年1—3 月份 ,共接待海外旅游者人数 25316 人次 , 比 2000 年同期增加了 18.82%, 外

汇收入 949.85 万美元 ,增长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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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0—1999年贵州旅游简况〔1〕

年　　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海外游客

/人次
24112 37453 76293 102483 120809 136459 125344 150234 151346 166995

国内游客

/万人次
399.23 630.99 1426.53 1647.25 1700 1753.43 1850 1850 1880 1910

海外游客人均

在黔天数/天
2.21 1.8 1.72 1.93 1.69 1.68 2.2 2.03 2.12 2.1

旅游外汇收

入/万美元

884.7
(外汇
人民币)

307.35 686.13 5971.37 2109.63 2897.93 3811 4429.1 4828.88 5501.54

国内旅游收

入/亿元
0.2761 0.9125 27189.93 4.2945 6.0179 7.182671 8.53 30.1 35.14 43.75

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贵州各行各业的全面发展 ,在新世纪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贵州旅游业正

逐步成为本省经济发展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1.2　贵州旅游景区建设

旅游景区建设关系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 旅游业能否成为支柱产业及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关键。随着社会

经济的增长和旅客环保意识的加强 ,加大对景区的投资力度 ,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 , 对各项旅游配套

设施的投资力度已该不容缓。 1999 年国家安排了贵州旅游开发国债资金 3000 万元 , 重点加快了赤水 、马岭

河峡谷和万峰湖 、荔波樟江 、黎平侗乡以及铜仁梵净山等风景名胜区建设。目前 , 全省已开发利用的旅游景点

共计 120多处 ,拥有黄果树瀑布 、龙宫 、织金洞 、 阳河 、红枫湖 、荔波樟江 、马岭河峡谷 、赤水等 8 个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梵净山动植物 、茂兰喀斯特原始森林 、赤水原生林和毕节草海鸟类等四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遵义

会议会址 、普定穿洞古人类文化遗址 、遵义杨粲墓 、镇远青龙洞 、从江增冲鼓楼 、毕节大屯 族土司庄园 、大方

奢香夫人墓 、息烽集中营旧址 、盘县大洞等九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众多民族风情旅游村寨 ,初步形

成了以省会贵阳为中心 ,向西 、东 、南 、北延伸并辐射全省的旅游分布格局。

1.3　贵州旅游业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是实现旅游开发的最基本条件 ,体现了一个国家(省 、区)地区旅游业的状况和水平 , 贵州作为一个贫

困山区省 ,地势崎岖 , 素有“地无三里平”之说 ,交通状况一直较为落后。经过多年建设 ,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 ,

据新华社信息 ,迄止 1998年底 ,全省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33604km , 已修建各类型的公路桥梁 3567 座 ,全省

公路密度达到每百平方公里 19.1km , 高等级公路在建里程达 678km(高速公路 217km), 能通行机动船舶的内

河航道达到 1396km , 特别是“九五” 以来 ,政府也在逐年加大了对交通设施的投入 ,仅 1998 年全省公路 、水路

建设就完成投资 42 亿元 , 相当于建国以来公路 、水路建设投资的总和。 1999 年完成建设投资 45 亿元 ,新开

工建设凯里至麻江 、水城至黄果树和玉屏至铜仁公路。 2000 年底 , 贵阳至新寨公路一级路段完工 , 新开工建

设清镇至黄果树高速公路 、镇宁至兴义高等级公路。继贵阳———黄果树的高等级公路建成之后 ,通往织金洞 、

荔波小七孔 、施秉杉木河漂流 、息烽温泉 、息烽集中营等省内各重点旅游景区的道路有了很大的改善。预计 ,

今后几年全省交通建设投资将达到 400 多亿元 ,“十五”期间 , 将要建成重庆到湛江 、上海到瑞丽两条国道主干

线在贵州境内的路段。

与此同时 ,贵州还开通了贵阳———昆明的黄果树号旅游列车以及贵阳至省内部分重点旅游区的旅游列

车 5对 , 株六复线 、内昆 、水柏等铁路项目也正在建设中。 1999年已开工建设兴义和黎平支线机场;特别是近

几年来 ,贵阳市的城市交通建设发展很快 ,贵阳 4D级现代化机场可满足年吞吐量 500 万人次 ,高峰每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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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人次进出港需要 ,目前贵阳已开通 30 多个大中城市及香港的航线 , 每周航班达 220 多个班次。

另外 ,贵州省的旅游综合接待能力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车船运力发展迅速 , 民用汽车达到 196792 辆 ,

运输船舶达到 1657 艘;旅游汽车公司(车队)3家 , 已拥有旅游涉外星级饭店 36 座 , 各类旅行社 64 家 ,旅游商

品定点生产企业 35 家 , 旅游行业直接从业人员 8000 多人 , 间接从业人员超过了 4 万人。

2　贵州省旅游主要制约因素

贵州风光优美 ,民族风情独特 , 旅游资源丰富 ,可与国内任何省区比美 , 即使与我国旅游大省云南相比也

毫不逊色 ,这几乎是到过贵州所有游客的共识 ,然而贵州旅游状况与西南周边的云南 、四川 、广西等省(区)相

比仍存在相当的差距 , 资料显示 , 在旅客人数上 , 1999 年贵州为 16.7 万人 , 不及四川省的一半(37.34 万人

次),云南省的六分之一 ,旅游创汇方面 , 1999 年贵州为 0.55 亿美元 , 比四川少 0.44 亿美元 ,低于云南的四分

之一(表 2), 这与贵州旅游资源状况极不协调 , 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西南部分省(区)旅游情况对比〔1〕

省

(区)

1998年 1999年

游客人数

/万人次
外国旅客

旅游外汇总额

/亿美元

游客人数

/万人次
外国旅客

旅游外汇总额

/亿美元

贵　州

四　川

重　庆

云　南

广　西

湖　南

15.13

29.06

76.09

52.33

34.86

6.77

14.78

54.99

28.09

13.33

0.48

0.84

2.61

1.56

1.56

16.7

37.34

18.49

104.00

77.07

38.58

6.57

17.96

13.36

72.50

37.07

48

0.55

0.97

0.97

3.50

2.02

1.85

2.1　交通状况

贵州是岩溶山区 ,全省国土总面积为 17.61 万 km2 , 山地和丘陵占 97%, 地形崎岖 , 交通不便 , 是不沿边 ,

不沿海 ,不沿江 , 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内陆高原山区省份。由于特殊的地形地貌 ,在贵州修筑公路 ,造价

远较东部和西部其他省份大 ,高等级公路每公里的投入高达 3 000 万元以上 , 有的地段甚至还超过 5 000 万 ,

这对于经济欠发达的贵州省无疑是较大的负担。目前 , 贵州交通面貌虽然在发生深刻变化 ,但发展仍较缓慢 ,

主要表现在一是公路技术等级低 , 质量差。到 1999 年 , 全省公路通车里程达 33973km。其中 , 等级公路

15470km , 占总里程的 45.5%,等外公路 18503km , 占总里程的 54.5%, 高级 、次高级路面 5039km , 占总里程

的 14.8%, 2 级以上公路 768km , 仅占总里程的 2.3%;2是路网系统功能不完善。南北 、东西向的国道主干线

尚未全部打通 ,国道 、省道网的改造难度很大 ,缺乏由高等级公路组成的对全省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快速 、

畅通 、安全的公路系统。到 1999年 , 省会通往地州市的 2 级以上公路为 391 km , 地州市通往县的 3 级以上公

路为 539 km ,县通往乡镇的 4 级以上公路为 9211km , 分别占现状里程的 29.7%、12.8%和 39.7%;三是财政

脆弱 ,路网改造 、交通扶贫任务艰巨 ,建设资金严重不足。
〔2〕
据统计 , “九五”期间贵州年均 GDP 增长率虽保持

在 9%左右 , 但经济总量小 、贫困人口多仍然是全省面临的严峻挑战 , 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为 907 亿元。人均

GDP仅为 2 460 元 ,位居全国末位。在全国 3 000 万贫困人口中 ,贵州就有 315 万 , 占 10%强 ,贫困程度深 , 范

围广 ,基础建设资金严重缺乏。

进入 21 世纪 , 我省交通状况仍有严峻 ,相当部份乡仍未通公路 ,村所在地未通公路的更多 , 已通公路的有

些路况差 ,难以行车 , 常常是雨天满路泥 ,晴天一路灰尘。致使许多观赏价值较高的旅游资源难以开发 ,由此

导致对贵州旅游业的发展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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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旅游配套设施

在贵州 ,旅游硬件设施简单 , 公共设施 、通讯设施建设薄弱 ,娱乐设施单一 , 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多种因素严

重制约了旅游的“游兴”和降低旅游经济效益的产生。旅游车辆过于陈旧 ,舒适感差 、车况不好 , 旅游路途辛

劳 ,旅游景区公共设施缺乏 , 入厕难 、打电话难 、洗澡难等问题普遍存在 , 旅游景区缺乏完善的配套设施 ,部分

景区甚至对旅客的最基本“食 、住 、行”要求都难以满足 , 即使资源本身观赏有较大价值 , 游客除了必要的旅途

花费和游览时间外 ,也不愿多滞留景区。资料显示 , 1990 年至 1999年十年间 , 虽然贵州各项旅游指标均有不

同程度的提高 ,但旅客在贵州停留的时间却少有增长 ,基本不超过 2.5 d , 维持在 1.7-2.4 d(见表 1)。

2.3　旅游纪念品

旅游产品是旅游业收入的一大经济来源 ,在世界许多著名的旅游区旅游纪念品收入都占了其旅游总收

入的相当比例 ,如香港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 ,也是著名的购物中心 , 在其每年的旅游收入中 250 亿是购物收

入 ,占其旅游总收入的一半。贵州旅游纪念品虽然具有一定民族和地方特色 ,但品种少 、品位档次低 、质量差 、

大同小异 、制作工艺粗糙 、并且少有收藏价值 ,由此造成的旅游纪念品收入所占整个旅游总收入的比重较轻。

2.4　旅游从业人员

贵州旅游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低 ,专业水平差 ,缺乏高层次的研究和管理人员。 特别是缺乏能对景区自

然环境进行监测的专业从业人员 ,同时也缺乏对景区旅游活动及对景区环境条件的相关研究。目前 ,贵州的

景区建设部门 、旅游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严重脱节 ,景点(区)建设是城建部门 , 资源研究是研究部门或大专院

校 ,开发又是景区当地政府 , 三者缺乏必要的交流和沟通 , 导致资源开发后 , 旅游区环境可能得不到很有效的

监测 ,景区环境可能恶化 , 部分旅游景点甚至关闭。

3　贵州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策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带给了贵州旅游业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贵州作为旅游资源大省 , 西部旅游的

热点之一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要着眼于贵州旅游资源实际 , 进一步认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与

旅游开发对贵州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不仅要努力克服盲目投资 ,全面开发 , 上大项目的“左倾”情绪;也要避

免对贵州旅游开发缺乏信心的“右倾”思想 ,承认落后 ,但又不能甘于落后 ,展望未来 , 抓住机遇 , 奋起直追 , 加

快贵州旅游开发的步伐 ,完成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 ,旅游产业作为贵州经济发展支柱行业和新的经济

增长点的战略目的。

3.1　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开发贵州的旅游资源 ,首先应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的良机 ,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 , 特别是旅游交通

建设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修建贵州至各周边省区的出省高等级公路 ,改造贵州省内各主要公路干道 ,提高公

路的等级 ,修通至各风景区的上等级公路 , 在较短时间达到村村通公路的目标。另外努力争取国家投资增加

修建改造铁路和航空港口。加强旅游区建设及路 、水 、电 、通讯配套建设 ,完善旅游景区建设 , 全面提高旅游区

综合服务功能。

3.2　大力发展具有地方特色和环保项目的旅游

贵州地处我国边远的岩溶山区 ,是世界级岩溶博物馆 ,天然的公园。全省绝大部分地区属于喀斯特地貌 ,

落后闭塞 ,道路崎岖 , 自然环境受人为冲击相对较小 ,保存着原汁原味的自然风貌和古朴浓郁的少数民族风

情 ,近年来吸引着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

在贵州 ,特殊岩溶地形地貌使贵州的旅游资源具有地上和地下二元三维立体特点。在地表 ,山高谷深 , 河

流纵横 ,石林 、瀑布广布 ,植被独特丰富 , 特别是占全省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少数民族长期所形成的民族文化 、传

统习俗 、民族风情及民族建筑均具有较强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 , 是贵州旅游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在地下 ,喀斯

特溶洞遍布全省各地 ,是洞穴发育最好 、种类最全的省(区),可谓“无山不洞 , 无洞不奇” , 目前全省已发现的溶

洞数以万计 ,已开发为旅游洞穴的仅有 70 余个 ,开发潜力较大 , 是贵州省发展洞穴旅游的又一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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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莫测的地下洞穴 、人迹罕至的深谷大川 、封闭原始的民族聚居地及类型多样的旅游资源形成了贵州

发展“立体”旅游 、特色和生态旅游有利条件。特别是当今世界上盛行的特种旅游 ,在贵州是一个薄弱环节 , 未

来应加强对其开发力度 ,大力兴办探洞 、登山 、攀援 、徒步旅行等多形式 、多层次特种旅游 , 使贵州真正成为人

类回归大自然的最佳旅游去处 、冒险家的乐园 、热爱大自然的人们探洞猎奇和进行生态环保旅游的首选 ,从资

源大省向旅游大省的转变。

3.3　进一步加大贵州对外宣传力度

扩大对外开放 ,搞好对外宣传 , 多层次 、多渠道提高贵州的知名度。最近几年 , 省政府领导到各地利用各

种机会宣传贵州 ,新闻单位扩大对外宣传报导和邀请各国驻华使节和夫人到贵州参观访问 ,收到很好效果 ,定

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各种形式多样的旅游推介活动 , 无疑对宣传贵州具有积极的作用。今后 ,除应该继续利用

驻外办事处和新闻宣传报导的作用外 , 还应充分利用贵州籍和在黔工作过在中直机关和各大中城市知名人

士 、企业家投入贵州旅游开发 , 促进贵州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3.4　增强对旅游人才的培训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 ,以旅游业为新兴产业的贵州省 ,旅游发展最缺乏的不是资金 ,而是思路

和人才 ,这是在“第八届全国区域旅游开发暨西部大开发与黔中旅游经济发展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的共识。

人才是贵州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贵州可以采取送出去和请进来等多种形式的培训方式 ,为贵州旅游界造

就一批文化素质高 ,专业知识强的管理 、导游及服务人才 , 促进贵州旅游全面发展和进步。

3.5　旅游开发应有计划 、有步骤地进行

贵州风景资源丰富 ,类型繁多 , 全省各地都有开发旅游的资源条件 , 但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 , 贵

州旅游开发不能搞一窝蜂式全面开发 ,就目前贵州的人力 、物力 、财力而言 ,不可能开发贵州所有的旅游资源 ,

要有重点 、有步骤 、分批 、分层次地进行 , 要鼓励企业和个人共同投资旅游业 ,多方筹资 , 提倡谁投资谁受益的

原则。同时 ,在开发新的旅游景点(时)配套设施的修建应尽最大可能地保持原貌 ,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景观 ,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尽量利用自然景观 , 尽量减少人为景物的建设 , 做到保护与开发并举〔3〕。

3.6　加强旅游资源保护

在对旅游资源进行开发时 ,应对景点(区)的各项环境条件进行全面系统的的调查 , 开发前应作出开发与

环境保护规划 ,保证开发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得到保障 ,开发后应经常性地对景点(区)的各种环境条件进行

监测 ,并适当控制旅游人数。

3.7　加强对旅游纪念品开发研究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 ,对旅游产品的开发研究应重点突出研究贵州民族特色 , 引进国外高科技的旅游

商品设计 、制作工艺 , 多渠道引进资金 ,全方位共同开发 、研制 、生产高品位 、上档次 、适销对路的旅游商品 , 促

使贵州旅游纪念品迈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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