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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湘西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联动发展 

王 毅
1
 

【摘 要】大湘西地区是湖南省经济基础薄弱地区, 又是湖南省民族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怎样

加速大湘西地区文化与旅游业的联动发展, 逐步改变其贫困落后面貌, 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使之成为湖南经济社

会发展的又一增长极, 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些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大湘西；文化；旅游；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09)06 -114-03 

旅游业的迅猛发展突出地体现了第三代生产力的特征———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文化与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

透。在当代旅游业发展中, 任何一项旅游经济活动都是以一定的文化方式进行的,旅游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环节如生产、流通、交

换以及决策、管理等都或多或少地蕴涵着各种文化因素,尤其是旅游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更是牢牢地建立在文化基因之上。由此可

见,旅游业的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是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 文化与旅游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一、推进大湘西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大湘西地区是湖南省经济基础薄弱地区,又是湖南省民族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是近年来旅游经济发展的新

亮点和强劲增长点。为此,加快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联动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是推进大湘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审视湖南省文化旅游资源分布和发展现状, 湘西州、张家界、怀化、邵阳四个西部

地区,存在着地域相连、民族习性相近、景区景点连片等基础条件,以及绿色、生态、环保、产业关联度高、开放带动力强等固

有特点。从全局看,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不仅是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后发赶超的重要途径, 而且是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文

化强省、富民强市(州)的战略基点。 

2.是提升大湘西地区旅游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 旅游产品品位的高低,反映

了策划、规划、开发者对文化的理解深度, 旅游产品的竞争力最终体现的是文化的竞争。大湘西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联动

发展,最重要的是充分挖掘和保护本区域的民族文化、民俗风情和旅游资源, 加快两者之间的融合和渗透,形成具有地方特色和

民族风格的旅游区域, 提升大湘西地区旅游产品的档次与品位,凸现旅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生命力,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3.是加速大湘西地区协调发展的纽带。大湘西地区有丰富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可是由于四地缺乏共同开发的意识和相应的协

调机制,形成了各自为政、相悖发展的态势,已显示后劲不足和资源单调的缺陷。如能构建区域性大湘西文化旅游带,取长补短、

共同发展, 形成“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整体推进”的连动局面, 扩大市场, 相互融合, 无疑将形成民族地区的整体品牌、整体

形象和整体效益, 实现湖南大湘西地区文化和旅游业发展的共赢局面, 构筑文化旅游发展的新平台,加速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4.是扩大大湘西地区劳动就业和开发式扶贫的举措。充分发挥文化旅游产业的带动效应, 围绕旅游大力发展湘西文化产业、

商品加工、旅游服务、高效农业、交通运输、餐饮住宿等,促进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壮大, 拉动消费增长, 从而为社会提供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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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岗位。与此同时, 可以逐步改变大湘西地区的贫困落后面貌, 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 不断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促

使地方经济振兴和繁荣。 

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已成为湖南的一张新名片, 全国瞩目,世界知名, 同时也成为新的支柱产业, 异军突起, 高歌猛进。推动

文化与旅游产业实现又好又快的跨越发展, 不仅要继续重视长株潭及“一点一线”的核心地区,也要关注其他市州特别是大湘西

地区的特殊优势和增长潜力,尽快改变目前湖南在区域发展、产业结构、消费市场等方面明显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现象,寻找

新的增长极。为此, 我们应把目光投向曾经遥远、神秘、近年来日趋繁荣活跃的大湘西地区。 

二、大湘西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大发展基础条件分析 

大湘西地区并非严格的区域行政概念。2004 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实施湘西大开发战略,将大湘西的范围扩大至湘西自治州、

张家界、怀化和邵阳的洞口、绥宁、城步、武冈、新宁、隆回6 县市以及永州的江华瑶族自治县, 共32 个县市区。大湘西地区

占全省1/3 的面积, 人口1345 万, 占全省1/5 ,GDP 占全省15 %左右。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我省湘西大开发战略的顺利

推进,大湘西地区经济、社会、交通发展不断提速,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并与旅游业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发展态

势正在逐渐显现。 

(一)基础条件分析 

一是文化旅游资源深度挖掘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大湘西地区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区, 文化底蕴深厚,文化

资源丰富, 文化特色明显, 包括世界级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特色、丰富的民俗物产、多彩的人文景致。这里有张家界国家

森林公园、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有土家老司城等15 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有溪州铜柱等近百件国家级文物；有凤凰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洪江古商城。中方荆坪古建筑群等20 多个“国字号”旅游精品；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有魏源、沈从文等名

人文化资源。这些丰富的资源为大湘西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经济建设不断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内需。随着国家和湖南省启动西部发展战略,大湘西地区迎来了崭新的发

展机遇, 经济建设迅猛提速, GDP 总量和人均GDP 收入有了很大提高。2007 年张家界市GDP151 .33 亿元,人均10201 元；湘西

州GDP190 .68 亿元,人均7667 元；怀化市GDP411 .67 亿元, 人均9045 元。三地均已达到800 -1000 美元的文化旅游消费井喷

临界点, 研究文化旅游、重视文化旅游、支持文化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消费文化旅游、参与文化旅游的人越来越多。经济发展

和人民收入的提高有效地拉动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发展内需。 

三是旅游市场不断繁荣为文化市场兴起带来了外需。大湘西神奇秀美的自然风景、异质多样的民族风情伴随着旅游业的持

续升温火暴,旅游文化消费已经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2007 年,张家界旅游人次达到1878 万人次,比建市初期的1989 年增

长32 .2 倍, 年均增长21 .5 %；实现旅游收入91 .25 亿元, 比1989 年增长365 .3 倍, 年均增长38 .8 %。2008 年尽管受到

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 仍突破2000 万人次。大湘西地区旅游的异军突起为文化产业发展造就了有强烈拉动效应的外需市场。 

四是交通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文化旅游资源整合加装了动力。目前,大湘西地区拥有张家界荷花和怀化芷江两个机场,

贵州铜仁机场与凤凰接壤, 占湖南民用机场一半以上；沅江、澧水以及各条支流流经全境；邵怀、长吉等6 条高速公路全线贯

通；沪昆、焦柳、渝怀等多条铁路在此交汇。到2010 年大湘西还将有8 -10 条高速公路修通, 交通网络将更加完善。曾经因为

交通不便而与外界隔绝的大湘西, 如今成为了我国连接东西、贯穿南北的交通枢纽, 沟通了与全国乃至世界的往来。交通及基

础设施的完善, 为大湘西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发展添加了推进器。 

(二)大湘西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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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大湘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 各级党委政府对文化旅游建设高度重视、大力支持,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产业门类逐步健全, 产业发展速度加快, 产业地位逐步提升,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正在兴起。 

一是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紧密结合成为主要经营方式。“文化是旅游的根与魂, 旅游是文化的形和体, 大湘西发展文化

产业必须依靠旅游,结合旅游。”大湘西通过旅游让世人认识,通过旅游走向外界, 文化与旅游相互依存,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

相互结合已经成为大湘西地区文化发展的核心模式。无论是张家界打造世界旅游精品, 还是自治州的神秘湘西,怀化的古城古镇

古村群落都是以拓展旅游为核心, 带动文化产业发展。各地准备打造的大型文艺演出、推出的各类文化产品也是针对游客的需

要。旅游产业所带来的外需已经成为大湘西文化产业发展最重要的依托。 

二是以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为依托的产业形态成为主要卖点。大湘西的文化产业形态多以历史文化、民族文化、

地域文化、民俗文化为依托。桑植主打桑植民歌和贺龙故里牌,永顺力推土家毛古斯和摆手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凤凰深挖名人

名居, 洪江凸现明清商城等无一不是各地民族民俗民间文化的展示。 

三是区域间相互依托、相互渗透、相互拉动、相互补充成为产业发展主要趋势。从地理上看, 大湘西处于武陵山脉和雪峰

山脉的中间, 沅水、澧水、酉水三水相互交错；从民族上看,苗、侗、瑶、土家与汉族共同生息、渗透交融, 民俗民间文化既有

区别又有交叉, 在千百年的历史演进中逐渐融为一体。因为交通建设带来的便利和旅游市场形成的流动,张家界和凤凰的旅游相

互依托、相互拉动、相互补充已经显现出巨大的优势,并继续向大湘西纵深延展。 

三、大湘西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联动发展的思路 

大湘西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发展有资源、有基础、有潜力、有后劲,但也有误区、不足和障碍。为此, 大湘西地区的旅游发展

必须文化先行、文化发声, 文化产业不仅要成为大湘西旅游产业的核心, 更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当前,大湘西地区

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要逐步转型, 即由旅游观光型向度假休闲型转变；由风光旅游向文化旅游转变；由亚洲市场向欧美市场转变；

由“单兵作战”向“大兵团作战” 转变。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拐点,要用科学发展观和国际化视野来审视和谋划大湘西文化产业

与旅游业的发展和一体化进程,要以市场为导向, 以提高规模、质量效益为中心, 以民族民间文化传统和遗存为产业资源,将区

域性特有文化旅游资源转换成文化旅游商品和文化旅游服务的现代产业形式；要打破行政区域界限,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经

济发展的规律,整合大湘西的资源, 统一这里的市场, 突出比较优势、品牌优势,延伸产业链；形成文化旅游大产业、大发展的

格局和产业带打造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级,推动文化强省的战略实施和湖南经济发展的“弯道超车” 。 

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一要树立“四个需要” , 即:协调发展的需要；持续发展的需要:差异发展的需要；惠民发展的需要。

二要理顺“四个关系” , 即:保护发掘和开发的关系；文化旅游和相关产业的关系；张家界、自治州和怀化等地区协调发展的

关系；政府、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的关系。三要明确“三个重点” ,即以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业为重点；以形成整体板块为重点；

以打造新的增长极为重点。 

四、创新大湘西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联动发展的对策措施 

当前,大湘西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中央和

各省市将投入大量的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内需、加快发展。湖南文化强省战略的不断推进,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和拉动消费、促进旅游业发展都将向大湘西倾斜。抓住机遇,推进大湘西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大发展关键是通过市场的纽带、

机制的纽带、政策的纽带、创新的纽带,整合资源、优化配置,使大湘西地区成为湖南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最具潜力、最具活力、

最具竞争力的区域发展地区。 

1.编制发展规划。针对大湘西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编制大湘西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发展整体规划。通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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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进一步统一思想、盘点资源, 把大湘西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各地立足自身文化个性,谋求差异化定位,张家界重点是建设旅

游精品, 加快文化旅游大融合；湘西重点是建设文化湘西, 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怀化重点是主打特色文化品牌,走集中发展的路

子。区域发展中应相互依托、相互拉动、互利共赢。 

2.着力品牌创新。在品牌经济时代, 只有树立品牌的新理念、运用创新的思维、创新的办法、创新的机制, 从高层次、多

角度去打造出独具魅力和个性鲜明的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品牌,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市场的制高点。要以“神秘湘西”为

依托,深入开展对民族文化的研究, 挖掘内涵,如:民族风情、民间习俗、文化活动、传统艺术、民间技艺、民族服饰,人文建筑、

历史文化遗址等, 加快与旅游业的融合与优势互补,精心打造精品景区和精品线路。在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展现特色、

突出特色。 

3.制定系列扶持政策和项目。要把大湘西作为一个增长极来打造, 就必须出台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 如:产业政策、融资政

策、人才政策等,鼓励和培育大湘西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做大做强。要像扶持新型工业化、打造长株潭新区、推进湘西大开发一样

重视和关注大湘西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联动发展,实施政策倾斜和政策保护。确定和扶持一批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园区和项目,通过

项目运作和市场运营把大湘西的文化旅游资源有效整合起来。要引导国家、省、市三级文化旅游产业的骨干企业、核心企业对

接大湘西, 实施项目和资金倾斜。 

4.建立大湘西联动、合作机制。市州之间要突出各地特色,用国际化视野谋划和整合区域文化旅游资源, 推动文化产业和旅

游景区联合,联手打造精品文化产业项目和特色旅游线路,形成合理的旅游开发市场, 并将大湘西文化旅游整体融入湘、鄂、渝、

黔边区旅游经济圈和国内外大市场。提高区域文化旅游市场整体市场竞争力；其次, 联手推介大湘西文化旅游线路,联合宣传区

域文化产业和旅游品牌, 联合制作文化旅游信息网站和宣传资料,联合参加国际国内文化旅游展交会,共同开拓文化旅游客源市

场。同时, 各市州要进一步拓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协作领域, 相互开放区域文化旅游市场,在市场管理、投诉处理、应急救援等

方面开展广泛合作与交流,共同管理和规范市场, 为区域文化旅游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5.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 一旦过度开发, 不注意保护, 就会变异、枯竭直至消

失。因此,走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联动发展之路的大湘西,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科学合理的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把

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统一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