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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旅游发展大会已经是贵州省第 8 次全省大会，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四大班

子齐聚，全面部署贵州旅游业发展升级，共同支持贵州旅游业发展，目标坚定，心齐力聚，令

人鼓舞。从加速、加快推进旅游业的发展这一个角度，我们感受到的是贵州整体加速发展的足

音：科学发展，后发赶超，同步小康。这是中央对贵州的要求，是国务院 2012 年 2 号文件明

确的战略，是贵州近几届领导班子的政纲，更是贵州 4000 万人民群众的期待。对此，省委省

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赵克志书记的要求和陈敏尔省长在推进

5 个 100 工程的要求中，都能感受到强烈的追赶意识。连续 8 年的旅游发展大会，体现的是贵

州工作的“钉钉子精神”，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切而不舍向前走。在

此，我代表国家旅游局，代表邵琪伟局长对贵州各级领导和所有涉旅部门、旅游地区的同志们

表示诚挚的敬意。 

  

  1、从中国旅游业战略目标来看，贵州突出发挥旅游业的综合带动作用，可

以让旅游业战略性支柱产业落地生根，得到更加有力的支撑。  

  中国旅游业两大战略目标是新时期国家对旅游业的要求。一是进一步成为国民经济战

略性支柱产业；二是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发挥好旅游业的综合带动作用，为经济、文化、生

态和社会和谐文明方面做更有力的支撑，是对旅游业战略性支柱产业的目标的检验。  

  当前一个可喜的状况，各地党委政府对旅游产业综合性和带动性规律已经有很好的把

握。从邓小平提出“旅游业是综合型产业”开始，到 2009 年国家在确定旅游业战略性支柱产

业目标，我们用 30 年的实践验证小平同志旅游经济思想的最重要的理念，旅游战略目标制定

的依据就是“旅游业兼具经济和社会功能，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

好”；今年 3 月 22 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出席中国旅游年开幕式，4 月 8 日—10 日考察国

际旅游岛建设时，再次强调“旅游业是综合型产业”，要求海南和全国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大

力发展旅游业。  

  贵州发展旅游业，突出地重视旅游业的综合带动功能的：战略上，国务院 2012 年 2

号文件提出的战略定位 5 大方面，旅游业和生态涵养、扶贫攻坚等四大方面皆密切相关，对贵

州后发赶超、同步小康起着引领和带动作用；组织机制上，贵州总结了“三位一体”的领导机

制和“五位一体”的工作格局；从推动方式上说，旅发大会创新了综合产业综合抓的模式，目

前全省项目带动，所布局的 5 个 100 工程，至少有 4 个 100 与旅游直接相关。100 个景区之外

，100 个城市综合体、100 个小城镇和 100 个高效农业示范点都将是旅游产业的支撑点，是旅

游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贵州这些年的发展实践，旅游发展带来的综合性效果明显：提

升贵州形象，统筹贵州城乡，创新生态文化资源，三产带动一产、二产，扶贫走出新路。 



这几年，贵州品牌的旅游目的地在全国一个一个亮起来，爽爽的贵阳颠覆了人们对贵州的

评价和认知；西江苗寨作为自然形成的文化博物馆带给人们震撼，梵山净土和百里杜鹃反映的

贵州别样的自然生态，还有红色遵义的多层次发掘，包括这次的凉都六盘水的清新亮相，贵州

越来越多彩，美丽生动。贵州总结的几个一方，“保护一方山水，传承一方文化，造福一方百

姓，促进一方经济，推动一方发展”，是对旅游业综合效应的朴实的总结。所以，贵州旅游发

展的过程也是我国旅游业战略性支柱产业形成和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可能成为中国培育旅

游业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的一个新样本。 

  

  2、从中国旅游格局看，贵州旅游的成长可能推动中国旅游业形成新的增长

极。 

三十年的发展，各省在几个不同的阶段从不同的关注点重视发展旅游业，已经培育出了一

批真正的旅游产业大省，形成了旅游业聚合格局。近两年，各地转型升级的步伐促成了新的旅

游格局变化：北京建设世界旅游城市的目标很高力度很大，山东从整合旅游形象到整合旅游产

品创新性很强，海南国际旅游岛是一个后发赶超的战略还在深化，广西发力建设旅游大省建设

旅游胜地决心和力度超前，甘肃和宁夏赶超的“西北风”也很强劲，云南正在蕴酿新的旅游提

升。这个你追我赶的趋势和格局，基础还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升级，旅游休闲需求已经真正成为

小康生活的组成部分，中国首部《国民旅游休闲纲要》的出台也反映着中国旅游升级的方向。

这意味着旅游业产业基础要下沉，产品结构要升级，发展格局要创新。 

在中国旅游业格局创新之中，贵州有条件有机遇后起赶超。吴仪副总理管旅游的时候曾说

，西部旅游九五看云南，十五看四川，十一五十二五看贵州，这是说云贵川旅游业各有特色，

各美其美；是说云贵川旅游业的梯次发展将给中国旅游业一次又一次的惊喜；主要还是说贵州

旅游的崛起将使云贵川成为中国旅游的一极。我们从中国旅游在世界上的竞争潜力看，今后

20 年，云贵川在中国旅游版图上将成为一个整体的旅游高地，并且可以创造世界旅游格局中

“山地旅游目的地”的新形象，和地中海地区、加勒比海地区的区域旅游方式和感受不一样，

与阿尔卑斯山地区这样传统的山地旅游目的地方式和感受也不一样，具有全新的内涵。因为云

贵川所在的自然母体和所孕育的文化是世界独特的；在这片土地上发展起来的旅游有强烈的自

然特点和神秘的人文色彩；从大尺度上来认识这些景区和文化，突出共性又强调多样性。云贵

川作为山地旅游目的地整体被关注，有可能刷新现在旅游模式，丰富世人的旅游感受，改变现

在的旅游格局。贵州继云南之后，四川相继成为旅游大省，使这个格局事实上正在形成，而且

贵州的赶超意识有可能成为这个高地中最有魅力的部分。贵州“世界知名、国内一流的旅游目

的地、休闲度假胜地”的目标将在这个格局的形成中实现。 

  

  3、贵州后发赶超的进程，可以为中国旅游产业积累新的经验。 

贵州旅游业发展已经在省委省政府的层面形成了明确的思路，在全省相关方面形成了协同

的战略，在全省各地市县形成了全方位发展的格局。发展数据也表明，贵州旅游的后发追赶效

果开始显现，近五年增长速度都朝过全国增速 10 个百分点以上；同时旅游业在 GDP 中占比很

高，总收入相当于 GDP 的比重高达 27.3%；那么在“文化旅游创新区”的建设中，贵州的旅游



之路特色和创新何在？贵州在探索前行，全国旅游业也应该关注研究，学习借鉴。思考中的几

点认识： 

一是后发地区旅游要成功赶超，需要党委政府的战略到位，集成推进。市场不发达的地区

，战略上不准不行，不明确不行，不一以贯之不行；方式上不集成难以赶超。贵州全省上下抓

旅游的共识越来越强，推动的力度越来越大，理解旅游会抓旅游的领导越来越多，可以从这个

发展过程中很清晰地看到，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形成的对旅游业的战略共识，是

通过多少年的实践探索形成的。同时，集成推进方式集全省之力，形成推进氛围，形成竞争态

势，积聚社会资源，聚焦社会关注，对于社会条件和市场欠发达地区，是有效的。去年旅发大

会，集中各类项目 314 个，重投资 512 亿；今年的 5 个 100，和旅发大会再一次聚集的能量，

为这些地区的跨越发展创造了契机。经济发展要有契机，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很多契机，旅发大

会和国际生态论坛是贵州自己创造的契机。 

按照综合性产业的机制要求，贵州的旅游产业机制正在建设之中，并且还将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旅游法》的要求，进一步完善。重点是把旅游发展由现在的“党委政府的重视”，法

定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的职责：这其中有国家发展旅游事业的职责、在发展旅游中对社会

经济生态的统筹职责、对社会的引导职责、对市场的监管职责、综合协调职责，等等。完善的

体制机制，将是贵州旅游业后发赶超的保障。 

二是后发地区成功赶超一定是理念赶超。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是贵州的比较优势，号称文化

千岛；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是贵州旅游的竞争优势，专家提议成为国家公园省；原生态是我们的

特点和底色，不需赶和超的，只要认识到这是珍宝，保护和坚守，善加利用，就可以实现超越

。所以我们赶超，依靠的是先进资源理念。保护和坚守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后发优势其实是

变劣势为优势，要善变和会变，功夫全在“变”之上，这是先进的利用理念。贵州正在“会变

”，变得成功的案例，个个都是先进的利用理念：爽爽的贵阳是颠覆的一变，劣势变优势；西

江苗寨和侗族大歌是表现不变，但是旅游的引导带动了文化审美角度的转变，使传统生活方式

和现代生活方式奇妙结合。旅游业创新需要引进，这是开放的理念，市场要开放，资金要引进

，先进的生产模式也要引进。贵州的开放中最需要的是消化吸收，自主创新。因为，贵州文化

的多样性和生态的特点，决定了贵州的旅游产品体系中，最佳状态是中小项目和中小项目的集

群为主要的产业形态。如旅游聚集，靠中小城市分流集散，需要连片的旅游村落、系列的古镇

、系列小景区：特别需要作为休闲旅游的大批小型精品酒店集群，生态酒店集群。引进一两个

月榕庄、安曼等精品品牌，但要催化一批本土品牌。花溪的农舍旅馆很有精品代表性。这就是

开放理念和本土文化的结合。在开放中创新，这应该是后发赶超的开放理念。多彩贵州做得好

的是各地主打产品个性十足，不足的是环境支持力不足，现在进入强化城市支撑力的发展阶段

，这个过程特别要有自觉开放理念和本土理念的结合，防止城市风貌、旅游基础设施、包括旅

游方式的非本土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说“印尼巴厘岛，其旅游规划最大的特点是使街道、

民宅、村落浑然一体，岛上所有新的城市建筑都具有巴厘岛特征”。贵州有多样化的文化标志

，能够融会贯通到各个层面，就是创新集成。贵州旅游产业需要系列创新。希望 100 个大型景

区推进之后，还会有 100 个精品酒店，100 个生态旅舍，100 个生态景区、100 个文化传承方

式，总之要更多的旅游新业态，更多的经营方式，更多营销策划。这将是多彩贵州给中国旅游

业最宝贵的财富。 

三是后发地区成功赶超一定是协同发展、错位发展。新兴产业是渐次发展的，各地发展的

时序节奏在总体规划中要配合，云南在此有成功之处。旅游是唯一的产品不会完全被替代的产



业，但是协同不好，也会相互抵消。所以特别提倡协同发展，共同繁荣。有的地区资源很棒，

但是没有大目的地的形象，单打独斗难成大势。北京有个“雾灵山现象”，根本上是缺乏协同

；缺乏协同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体制制约。贵州强调统一规划，全省一张图，一盘棋，一条心

，就是强调协同的重要。 

协同性不是要求同质发展，相反是要求坚守特点，错位发展。贵州纵然多彩，也要特别注

意各自的特点，因为贵州没有条件走弯路。要特别警惕各地不当竞争的教训，特别警惕城市的

雷同，特别不提倡近距离模仿旅游产品，不提倡“四川农家乐乐遍全国”，不提倡实景演出的

“印象叠印象”。人无我有，人有我特，贵州旅游贵在多彩。 

最后说明的是，全国旅游业也有很多“后发赶超”的大课题，比如观光需求和度假需求并

行的阶段的供给不足，比如普遍的旅游方式粗放，旅游经营方式落后、产业体系完善程度和产

业文明的成长也都在初级阶段；特别是普遍的软件滞后。习近平总书记 4 月 10 日在海南考察

旅游时说“发展高水平旅游业，既要抓硬件，更要抓软件”，准确地指出了旅游产业发展现阶

段的突出问题。所以，国家为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大力度地加强了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建设

，出台了《旅游法》等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法律和政策性文件。并且还要更多地要促进旅游发展

环境的建设，综合利用各方面的资源，跟上信息发展带来的机遇等等。因此，后发赶超是一个

共同的课题，各地的具体内容不同，任务目标不同而已。后来者居上，祝贵州旅游业目标坚定

，敢于坚持，加速前进，又转又赶，跨越式发展；同时边干边总结，不断提升科学发展水平，

也为中国旅游业创造新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