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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模式变革的“新常态”下，贵州旅游业要保持良好的发展

态势，必须要有创新的发展思路和对策。贵州旅游业的创新发展应从资源型发展的传统模式逐

步向现代服务创新发展转型，以充分发挥旅游业的联动效应，不断提升贵州省旅游业的整体竞

争力。 

 

一、 新常态下贵州旅游业创新发展的动力解析 

(一） 大国红利带来的支撑动力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实际增长保持稳定。这确保了国家财政实力的增强

，也为旅游业的发展构建了良好有利的成长空间。从我国的实际发展来看，依然可观的实际增

长，为我省实现“后发赶超、转型升级”的目标带来了强大的支撑动力，同时，也将为我省旅

游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大国红利。 

(二） 旅游新政带来的改革动力 

经济新常态下，服务性政府职能突显，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旅游新政的提出破除了一体

化发展的体制政策障碍，同时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贵州，行政审批、价

格机制、企业体制以及政府考核等，都有较大的改革动作，并将继续深化各领域改革，为释放

市场活力打下长足基础，也将为贵州旅游业发展带来更多的改革红利。 

(三） 结构转换带来的发展动力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动力十足。2010 年，我国消费率增长较快并逐

渐超过投资率，消费的基础作用逐步显现；2013 年，我国三产增加值占 GDP 比重首次超过二

产；2014 年，这种较好的产业结构优化迹象逐渐明显；另随着“一路一带”、长江经济带等

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区域结构亦在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不断转换，将为旅游业发展带来

了强劲动力和发展前景。 

(四） 技术溢出带来的创新动力 

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更加平稳，增长动力更趋多元。从城镇化角度，我国正在经历有史

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其经济韧性好，消费周期长。从工业化角度，中西部

较之东部地区，工业化发展不充分，成长空间较大，回旋空间也大。基于我国已有的技术储备

和全球技术在新增长点上的探索，将为我国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提供更多契机，进而为旅游业

发展带来更多创新动力。 

 

二、 贵州旅游业创新发展的战略思考 

近年来，贵州旅游业发展的总体势头强劲，但与我国经济新常态和技术变革要求存在差距

，为使贵州旅游业适应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要求，提出以下战略思考： 

(一）从旅游收人带病增长到内生增长 

随着旅游新政的实施，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贵州旅游业经济呈现以国家战略政策支持、政



府意志供给分配、景区门票效应等动力因素刺激下的带病的、带水份的甚至是泡沫的旅游经济

增长形势。目前，这种“外生”性的旅游增收模式和思路急需矫正，即转变推动旅游经济发展

的动力源头等。 

新常态下旅游经济的发展必须遵循市场的内生增长理论，将知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

内生变量的创新作为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战略力量和新的商业模式，抛却过去的战术性力量，使

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增长。 

(二） 从点线式旅游发展到无景区化旅游 

随着旅游消费需求多样化、多层次以及高标准的变化趋势，我们需要调整的是，贵州省过

去传统的点线式旅游发展模式，即不仅强调旅游景区核心体验，更应强调体验生态圈的构建，

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空气质量等以往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被忽略的因素。 

新常态下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围绕着旅游体验目标链来研究旅游体验圈层、旅游体验对象、

旅游体验场域等问题。做到“旅游处处有，处处能旅游”的无景区化旅游目的地建设，塑造“

全民参与，全民获益”的城市旅游形象。 

(三） 从“互联网+旅游”到“互联网+人本+旅游” 

随着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和旅游信息海量增长，我们需要转变的是，过去贵州“互联网+旅

游”的机械运作机制，即借助云计算、物联网等高端技术在旅游体验项目、产业营销以及旅游

行政管理等方面的运用。目前这种“智能旅游”的发展路子急需拓宽，即在借助互联网发展旅

游的同时，关注旅游产品的价值内核。 

新常态下贵州旅游业的发展需要注人“人本”的核心观念，即“互联网+人本+旅游”，也

就是针对游客的个性化需求，设计人性化体验，达到贴心式服务，实现“智能旅游”向“智慧

旅游”的转变升级。 

(四） 从旅游业内融合到各产业的跨界融合 

随着旅游业在产业转型升级中作用的增大，我们需要看清的是，贵州旅游业的产业融合剂

作用并不显著，关联产业主要包括：农业、种植业、林木业及信息业等范围小、融合度浅的部

分产业。目前，这种“内部系统”融合的盈利模式急需创新，即必须大力发展由市场自发形成

的产业内部融合和产业间的跨界融合。 

新常态下贵州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创造全新的运作模式、经营理念和资本力量，减少过去政

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改革与旅游密切相关的系统外部门的放权，做到旅游业的内部要素创新

与外部制度创新的有效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