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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48 个少数民族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的 38.9%，民风质朴，各民族

不同的乡土风俗，节日庆典，民族民间工艺使贵州民俗文化旅游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民

俗文化旅游的发展势必能够盘活贵州的整个旅游市场，为其注入新鲜的血液和强劲的动力。但

当前贵州民俗文化旅游仍相对滞后。 

本文通过对贵州民俗文化旅游特点的分析，针对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

策略和思路。 

民俗文化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

的心理需求，日渐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 

贵州是一个旅游资源大省。特别是拥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全省 3931.12 万人

口中，少数民族占 1452 万，更有苗、侗、彝、水、仡佬、土家、白、壮、毛南、羌、仫佬等

16 个世居少数民族，各种各样的民族节日、民族艺术、民族风情、神话传说和饮食习惯等形

成了“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的民族风情。各种民族的民俗文

化交相辉映，构成一个绚丽的民族文化艺术长廊，编织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贵州高原风情画。 

除人才匮乏、资金短缺、观念陈旧等因素外，很大程度上由于旅游产品单一，贵州旅游业

发展受到影响。开拓新的旅游产品，以激发当前旅游市场的活力势在必行。 

受地理区位条件限制，贵州旅游业起步较晚，发展缓慢，市场相对不成熟。而正是贵州“

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的区位劣势使得民俗文化得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形成一

种独立于喧嚣尘世的高品质的文化旅游资源。可以预见，只要开发得当，贵州的民俗文化旅游

市场必定蓬勃发展，大放异彩，这对推动少数民族地方的脱贫致富和贵州旅游市场的多元化发

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发展分析 

（一）优势 

首先，从资源的数量和构成看，种类多、内涵丰富。此外，贵州省旅游资源的原生神秘文

化底蕴丰厚，众多的少数民族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长久以来，形成了不同的节日，婚

庆习俗，饮食习惯，衣着服饰等；另外，贵州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分布广，布依族、苗族主要

聚居在黔西南一线，水族、瑶族则聚居在黔南地区，黔东南地区有苗族、侗族、毛南、羌、仫

佬集中居住。 



其次，从价值和功能上看，贵州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文化价值、艺

术和美学价值，可以满足游客求新求异的需求，也可以满足学者研究民族文化的需求，这就使

得其观光功能，科学考察和文化体验功能突出。 

最后，从特性和特色上看，贵州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具有“新、奇、特、绝”的特点，贵

州有 16 个世居少数民族，其中有许多是贵州所独有的，比如苗族中的白苗分支，青苗分支，

花苗分支以及仡佬、毛南等民族，他们的节庆习俗，衣饰着装，饮食习惯等都是在其他地方所

体验不到的。另外，贵州的民俗文化既有与同处云贵高原的巴蜀文化、滇文化的不同之处，又

吸收了这些文化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方文化。 

（二）弱势 

首先，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有待长期的科学规划，尽量避免盲目开发、无意识

保护；其次，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所在地少数民族聚居区“软件”与现代化旅游服务要求之间出

现严重的不协调和不对称；再次，资源所在地的基础设施缺失或老化，跟不上旅游发展的需要

；最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分布太过分散，往往以村寨的点状形态分布，难以形成大的旅游

区域集群。 

（三）机会 

第一，国际民俗文化旅游形势看好。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体验经济、文化经济、娱乐经济、

休闲经济四位一体的新经济时代，民俗旅游日渐受到青睐。 

第二，经济不断发展，使人们有更多剩余资金用来寻幽访胜，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人

们对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第三，政府对旅游业的高度重视和科学引导，贵州省现已将旅游业作为战略型支柱产业来

发展。新一届贵州省委、省政府领导对贵州旅游资源认知认同，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将会出现大

认识、大动员、大开发，并产生强烈震撼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贵州民俗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将步

入快车道。 

第四，区域性开发和合作的加强。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泛珠三角经济圈合作的不

断加强和深化，贵州的地位将得到不断提升，参与度显着提高。通过区域合作，贵州旅游业可

以汲取兄弟省份的先进经验，同时加强同广州、香港等客源地的交流和联系，大大提高对外吸

引力和影响力。 

第五，贵州民俗文化旅游市场广阔，开发潜力大——贵州的民俗文化旅游已经起步，但多

数资源处于待开发状态。如果说旅游业是朝阳产业的话，那么民俗文化旅游便是朝阳中的朝阳

，潜力巨大。 

（四）挑战 

贵州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竞争表现为区域竞争和产品竞争，主要来自于云南、四川、重庆

、广西等地。云、贵、川、渝都处于云贵高原上，地域相同，文化相似，而作为中国少数民族



最多省份的云南，拥有不弱于贵州的民俗文化资源，从多样性来说，超过贵州很多，并且，云

南省“彩云之南”“阿诗玛的故乡”“春城”等称谓更是早已闻名中外；“天府之国”的四川

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厚重的历史积淀成为很多人梦想的旅游地之一；重庆作为我国四大直辖

市之一，得到的政策支持和发展机遇自然不可相提并论；广西是壮族自治区，刘三姐的故事可

谓家喻户晓，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专一而精”，更有“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自然和人文旅游

的发展处于良性状态。 

另外，过度开发带来的城市化倾向和资源环境的破坏，降低了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 

 

对策研究 

（一）塑造高品质民俗文化旅游品牌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培育贵州的民俗文化旅游品牌： 

1、以独有（世居）少数民族节日为依托培育品牌。 

全省每年选择几个重点的民族节日如苗族的四月八、水族的端节、布依族的三月三等节日

进行重点培育，使之逐步成为全国闻名的民族文化旅游品牌。 

另外，通过举办区域性的艺术节，省、地、州、市大型民族文化活动以及旅游景区文化表

演、民族风情会演等举措，把民族文化推向市场。 

2、寻访名酒源地，感受民间酒文化。 

贵州是名副其实的名酒之乡、国酒之乡，茅台早已驰名天下。此外，还有董酒、习酒、贵

州醇、青酒、刺梨糯米酒、苗酒、夹酒、鸭溪窑酒、安酒、平坝窖酒、朱昌酒、金沙窖酒等佳

酿，民间酒文化的内涵底蕴深厚，历史悠久。 

史料记载，早在两千一百年前的战国时代，贵州的青山绿水之间就无处不飘美酒香了，黔

东南、黔西北以至整个贵州境内村寨之间多有酿酒的人家。贵州酿酒以白酒为主体，此外，黄

酒、果酒和配制酒也名酒迭出，如味美而益人的刺梨酒、黑糯米酒、金樱子酒和猕猴桃酒以及

用贵州名贵药材配制的天麻酒、杜仲酒等。黔酒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十分显着。所以，以美

酒之名兴旅游之风，把以“醉美贵州”为主题的名酒文化打造成为贵州民俗文化旅游的一大品

牌，是其他地方都不具备的优势。 

（二）强化旅游产品宣传 

“酒香仍怕巷子深”。消极等待就会丢失市场。只有彻底打破“花香蝶自来”的陈旧观念

，主动出击，强化促销，才有可能抢占旅游发展先机。 

一是促销重心由单一旅游产品推介向全省整体形象打造转变。随着旅游市场成熟和旅游者



消费理念更新，旅游目的地整体形象宣传在促销中的地位愈发突出，日益成为决定客流量的关

键因素。二是促销目标由盲目出击向定向突破转变，先以周边省区、州作为一级市场，城市密

集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作为二级市场，这样有的放矢促销，效果会好得多。三是促销方式由

单调的广告宣传向多措并举转变，建立与其他省区定期的旅游交流、旅行社之间联谊会等都是

有效的宣传方式。 

（三）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景区可进入性 

要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如供水系统、排污系统、供电系统、道路系统、车站、码头、照明设

施、宾馆、饭店、旅游问询中心、旅游商店等。如果没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好景致也无法形成

真正意义上的旅游。 

要重视旅游资源所在地与外界特别是主要客源市场地区的交通联系及其内部交通条件的

畅通和便利程度，提升景区的可进入性。 

（四）拓宽融资渠道 

社会资本的有效进入能尽快为文化旅游产业增添活力和后劲，应实行政府引导，企业参与

，市场运作的投资开发格局。一是加强政府在旅游业融资中应起的主导作用，为企业投资旅游

业扫清障碍；二是争取上级资金支持，积极抓住西部大开发和国家扩大内需的机遇，引导资金

流入民俗文化旅游市场；三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建立政府——企业——

资源所在地民间资本一体化的融资体系。 

（五）提高旅游从业人员队伍素质 

首先，在高校设置旅游相关专业，培养专门人才；其次，对现有的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定期

培训，这部分人在掌握了理论知识后，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将成为发展贵州旅游的中坚力量；

最后，贵州民俗文化旅游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当地居民对自己文化价值的认识，成为自己

文化的主动传承者和保护者。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当地居民在对自身文化资源的利用中获得

利益，并通过教育培训，使他们成为当地旅游业发展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