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全域旅游对阿坝州 

推进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的作用与启示探讨 

喇明英1 

【摘 要】我国民族地区普遍具有发展文化生态旅游的资源优势，文化生态旅游是民族地区的特色优势产 业。

近年，阿坝州以发展文化生态旅游作为重要抓手，积极探索以“全域旅游”发展方式推进文 化生态旅游发展、综

合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把文化生态旅游发展成为地方主导性综合 型支柱产业，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产生

了良好的综合带动作用，其发展经验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 的重视，为民族地区发展文化生态旅游、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提供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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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地区拥有特色浓郁、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资源和复杂多样、景色优美的自然生态资源，为发展文化生态旅游奠定

了良好的资源基础。由于我国 民族地区多位于偏远地区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经济发展普遍滞后、生态保护责任重大，加

快发展增 强自我发展能力、维护生态安全确保国家可持续发展成为民族地区必须统筹兼顾的重要任务，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

态经济成为民族地区实现加快发展、 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文化生态旅游作为利用文化 和自然生态资源发展经济的一种生态

经济发展方式， 具有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生态农牧林业跨界融合特征的综合产业，也就成为民族地区具有资源比较优势、产

业综合带动作用强的一种特色优势产业。近年来，随着“全域旅游”的兴起，我国民族地区纷纷提 出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将发

展全域旅游作为推进文 化生态旅游发展、综合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位于川西北高原的阿坝州文化和自然旅游资源丰 

富，位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范围，也是“5·12”汶川 特大地震极重灾区和偏远贫困地区。近年，阿项州立足资源环境条件，

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全域旅游，走在了全国民族地区发展文化生态旅游的前列，其发展经验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总结

阿坝州的探索实践经验，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一、全域旅游——推进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的路径选择 

2007年 10月，中共十七大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经济发展的重大 战略任务。⑴2008

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按照中 央灾后重建统一部署和转方式调结构要求，阿坝州 在灾后重建中以旅游业为先导、以农

牧业和工业为基 础、以文化产业为新增长点，大力发展旅游业、特色农牧业，积极培育文化产业，同时将民族文化保护与 特

色城镇和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2011 年底，阿坝州 灾后重建全面结束。经过三年灾后重建，全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灾前的

2007 年获得巨大发展，但仍面临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重

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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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阿坝州拥有丰富的文化和自然旅游资源， 具有高品位、多层次、多类型、特色鲜明和旅游区位好等优势，灾后重建又

为发展旅游业、文化产业、生态农业及三大产业的融合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加之旅游业具有产业关联广、综合带动强的特点，

适应民族文化和自然生态旅游市场迅猛发展趋势，立足旅游资源优势、产业发展基础、旅游综合作用，以发展文化生态旅游统

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成为阿坝州一条理想的路径选择。2011 年，汶川县委主要领导接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专家关于发

展“全域旅游”，以文化生态旅游为抓手统筹推进旅游业、文化 遗产保护和文化产业、特色农业和特色城乡建设、社会建设和

生态建设的建议，形成了 “旅游统筹，文化为魂，一三互动，接二连三”的发展思路,明确提出发 展“全域旅游”、“旅游统

筹，全域景区”、“推动旅游 全域化发展”。2012年，阿项州提出打造“阿坝全域旅游景区”、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思

路，将建设“全域、全时、多元”景区作为文化生态旅游发展 目标。为此，阿坝州大力开展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景 区提档升

级建设，提升旅游景区线路建设水平和旅游服务能力水平，将文化生态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加以培育。与此同时，我国

许多地方亦纷纷加入发展全域旅游行列，学术界也就全域旅游展开了热烈探讨。但综观此时期对全域旅游的认识，普遍停留在

全域景区层面。 

2015年 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建设。接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国家旅游局根据中央精神，针对我国旅游市场持续快速发展及其大众化、常态化趋势，围绕旅游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

探索发展大旅游的新路径。2016年 2月，国家旅游局决定以发展全域旅游作为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并将“全域旅游”

界定为：“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 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 公共

胞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

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创建“全域旅游示范 区”

工作，将阿坝州列人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名单。此后，阿现州委州政府将创建全域旅游示 范区作为重要目标，加快

推进文化与旅游、农业与旅游、林业与旅游、工业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提出以生态、文态、业态“三态”融合为引领，微景观、

微田园、微环境“三微”互动为切人点，推进旅游大发展，将发展旅游与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生态示范区建设、精准扶

贫等紧密结合。自此，阿坝州从建设全域景区迈入以文化生态旅游全域化发展综合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二、探索实践——以全域旅游推进文化生态旅游转型升级 

综观阿项州发展文化生态旅游的历程，从被动适应市场需求建设全域旅游景区，到主动引导市场消费预期建设全域旅游区,

虽然概念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发展理念和本质上却有着巨大区别。前者是在市场倒逼下破解发展困境的实践探索，后者是在五

大发展理念指导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发展实践。在探索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的过程中，阿坝州主要抓了以下四个

方面的工作。 

（一）以观念更新、路径创新，引领文化生态旅游全域发展。 

在举国倾力、举世瞩目的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过程中，阿坝州经历了由恢复重建到发展性重建的转变和发展观念的洗礼。国

内外众多先进发展理念、模式、路径、措施被引人阿坝州这片“试验田” 进行实践探索和检验，极大地促进了阿坝州干部群众

思想观念的更新，不断探索发展新路径、解决发展新问题成为灾后重建留给阿项州干部群众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基于此思想

观念和灾后重建奠定的文化生态旅游发展基础，阿坝州提出了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域景区”思路，并迅速得到广大干

部群众积极响应。 

在发展文化生态旅游的实践探索中，阿坝州针对旅游市场发展迅猛，本州旅游发展呈现季节性强且区域发展不平衡、旅游

资源多样性和区域性特征突出的实际，创新性地提出了建设“全域、全时、多元”景区的发展思路。鉴于文化生态旅游业与众

多领 域皆有不同程度互渗关联，旅游对改善民生、繁荣文化、带动脱贫、促进社会文明与和谐稳定等许多方面具有综合带动作

用，阿坝州积极推进旅游相关产业互动连动、加强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协作、动员政府和社会力量参与发展文化生态旅游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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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并于 2014年底在四川省率先成立了旅游发展委员会。十八届五中全会后，阿坝州按照新的全域旅游发展理念，

确立全要素资源、多业融合、部门协同、全民参与、全域发展的文化生态旅游发展观念，引领新时期旅游及其相关产业发展。 

 (二）以资源整合、产业融合，推进文化生态旅游转型升级。 

全域景区不仅仅是旅游区域范围的扩大，更将可以为发展旅游所利用的各种资源关联起来，要求旅游相关产业、行业部门

围绕发展旅游进行协作，形成产业互补互动、区域部门分工合作、处处是景、人人是景的全域景区。全域旅游区进一步将区域

内所有资源都视为可以利用的旅游资源，注重通过旅游与相关产业及旅游相关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整

体获得更大发展，同时促进经济社会其他领域发展。为此，阿坝州为了充分利用各种文化和自然资源发展旅游、促进旅游及相

关产业发展，改变原来单一依靠旅游线路串联旅游景区发展 观光旅游的做法，着眼整合区域资源构建多点多极支撑的全域景区

旅游发展格局，积极打造覆盖全州、 多点多极的旅游支撑区，建设集群式发展的乡村旅游区，通过资源整合推进连片整体发展，

破解区域之间、区域内部村寨之间发展不平衡难题。 

阿坝州积极推进旅游与农牧林业、文化、康养、工业、商贸、互联网和公共服务、生态建设等领域融合，大力发展文化旅

游、乡村旅游、休闲旅游、民俗 体验、户外运动、智慧旅游等新业态，以发展文化生态旅游业综合带动旅游业、文化产业、农

牧林业及其产品加工、餐饮住宿商贸金融通信等服务业增长。阿坝州东部岷江上游地区，根据农业和文化旅游资源的区域分布

特点，积极开发农业、文化、旅游融合的 乡村旅游休闲产品，吸引游人参加山地农业和藏羌民俗体验旅游活动，促进了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发展， 延伸和拓展了农业、旅游业的产业链条和发展空间。 2016年以来，阿坝州围绕建设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 区、

川西高原藏羌文化及生态国际旅游度假目的地，进一步推动全域景区、全业投入、全员参与、共建共享、综合利用、综合发展、

综合效益的文化生态旅游全域化发展，传统的景区经济逐步向富民惠民、强州强县的全域化文化生态旅游经济转变。 

(三）以丰富内涵、塑造品牌，推动旅游产品提质增效。 

文化是旅游产品的灵魂和魅力所在。2012 年以来，阿坝州围绕“旅游二次创业”，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着力打造“一县一

节庆一品牌”，丰富和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和质量，以文化打造产品特色亮点、 提升相关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以绿色提

升农产品品 质、增强旅游市场吸引力，通过塑造旅游产品品牌引 导和扩大市场消费。重点打造了大九寨、大熊猫、大 草原、

大东女等区域性旅游品牌，藏羌村寨、藏羌歌舞、藏羌剌绣、藏羌美食等主题文化旅游品牌，汶川甜樱桃、茂县苹果、金川梨

花红叶、雪山牦牛肉等绿色农牧林产品品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化生态旅游品牌产品。九寨沟演艺通

过打造藏羌歌舞旅游演艺项目，形成了九寨沟的新名片，2014年接待游客 109万人次、营业收入 1.69 亿元，其中九寨千古情旅

游公司接待游客 70余万人次、营业收入近 6200余万元，在 2015年纳人阿坝州文化产业统计的 5亿元产值中，旅游文化演艺成

为第一支柱。通过丰富内涵、塑造品牌，推动了阿坝州旅游产品及其服务质量的提升，也带动了农牧林业、文化产业及其他 旅

游相关产业的涉旅产品与服务质量提高，增加了产品经济附加值和经营收益。 

(四）以项目带动、强化保障，促进文化生态旅游全域发展。 

发展产业关键在理念、重点在落实，好的发展 理念必须转化为项目才能落到实处。为此，阿坝州通过整合资源实施大项目

打造大产品，带动和支撑文化 生态旅游产业发展，促进旅游、文化、农业等相关产 业融合。为此，阿坝州在 2010~2011 年实

施的灾后重建“三百示范工程” 
2
基础上，于 2011 年至 2013 年进一步实施幸福美丽村寨全覆盖建设，建设了 1355 个幸福美丽

村寨，为建设全域景区提供支撑。为了打破“北热、中温、南冷”的旅游发展局面，阿项州依托公路、 铁路、机场构建立体交

通网络体系，整合旅游资源要 素，积极构建多点多极支撑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在 “十三五”斯间规划并实施“一地、三廊、

三圈、四环线、六片区、七枢纽”系列重大项目。为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文化旅游产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

                                                        
集中建设 100个特色魅力乡镇、100个精品旅游村寨、100个幸福美丽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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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阿坝州建设了一大 批民族文化主题园区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生产性保护基地暨文化旅

游景点、旅游商品产销基地，将非遗传习与发展产业有机结合,为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 

制度创新对于保障相关发展建设项目有序推进、落到实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坝州为了保障文化生态旅游全域顺利

推进，重新确立了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性经济支柱定位，将旅游规划作为上位规划。围绕文化生态旅游全域化发展，搭

建区域性、综合性产业发展平台，打造各种文化和生态主题旅游节会、智慧旅游、互联网旅游传播等产业发展平台，促进资源

整合、产业融合。积极创新制度机制，设立州旅游发展委员会统筹、协调推进文化生态旅游全域化发展。完善创新投融资机制，

坚持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将旅游资源作为旅游资本,引进国有和民营企业开发州内旅游资源；发挥财政资金的金融杠杆作用，

撬动社会资金投人旅游及其相关产业发展。 通过制度机制创新，为文化生态旅游全域发展铺平了道路。 

三、全域旅游对阿坝州推进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的主要成效 

阿坝州以全域旅游发展方式推进文化生态旅游发展，取得了良好经济社会效益，其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旅游消费持续增长带动经济总量大幅增 力口。据统计，“5.12”汶川地震前的 2007年，阿坝州地区生产总值为 105.1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9.55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40.16 亿元。旅游业全年接待游客 880 万余人次、旅游总收人 74 亿多

元。全州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406 元。受汶川地震破坏影响，2008 年全州经济严重下滑，农业和旅游业受损极为严重。 经

过三年灾后重建和后续五年发展，2016 年全州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81.3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超过 44亿元，为 2007年

的 2 倍多；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 104 亿元，约为 2007 年的 2.6 倍。旅游业全年接待游客 3761 万余人次，实现旅游总收人 318

亿多元，为 2007年的 4 倍多。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702元，为 2007年的 4 倍多。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有效带动了一、三产

业的发展，阿坝州统计局在分析 2011 年阿项州经济发展情况时指出，以旅游业为主要新动力带动的服务业，“增加值 60.96亿

元，增长 11.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8.2%，拉动经济增长 4.3个百分点。”如果不考虑阿坝州在成都市建设的成阿飞地工

业园区的产值，阿坝州境内文化生态旅游业的综合经济效益超过州内农业和工业产值。 

二是文化生态旅游产业结构布局明显改善。通过以全域旅游方式推进文化生态旅游发展，有力促进了旅游业、农牧林业、

文化产业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文化旅游、乡村旅游、休闲旅游、康养旅游等新兴业态成为旅游业的新支柱、增长点，延长

了旅游 及其相关产业的产业链条、拓宽了产业发展空间， 

有效促进了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的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经过多年建设，阿坝州初步形成以 3条旅游走廊、3个旅游经济圈

及与之相应的 3 条旅游环线、6 大国际精品旅游区、12 个旅游枢纽集镇为骨架的覆盖全域的文化生态旅游发展格局，带动了农

牧林业、文化产业等相关产业的产业布局调整。 

三是旅游产品特色质量和服务能力水平显著提升。通过以全域旅游方式推进文化生态旅游发展，阿坝州丰富的特色文化资

源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景区景点和旅游线路建设更加注重突出地域文化特色， 推出了大批特色旅游活动及旅游商品，形成了

众多具 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特色城镇、精品旅游村寨和幸福 美丽新村。景区景点软硬件建设水平、旅游活动产品 和旅游商品质

量、旅游服务质量和能力水平皆大幅提 升，建成了 3个 AAAAA级景区、11个 AAAA级景区，还 有一批正在创建中的 AAAAA级和

AAAA 级景区，以九寨沟景区为代表的智慧旅游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深受旅游市场欢迎的绿色蔬菜、水果、畜禽、食用菌等优质

农牧林产品得到极大发展，旅游美食产品的 绿色食品供给数量和品质明显提高。 

四是全域旅游有效提高了文化生态旅游的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效益。通过发展全域旅游，原来集中在少数景点和线路上的景

区旅游转变为覆盖全州城乡的全域景区旅游，以往大量闲置的乡村风光和自然生态景观、民俗风情和民居建筑、文物和非物质

文化遗 产、销售困难的本地农牧林果产品、多样化的气候环境、清洁空气和水源等等文化和自然资源，被用于发展文化生态旅

游并产生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收益，部分资源通过转化为旅游产品还使得经济附加值价值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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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文化生态旅游促进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建设。发展全域旅游使得广大群众尤其是农牧区的藏族和羌族群

众通过发展旅游而受益，经济收入、居住环境、文化生活皆得到明显改善，思想观念更加开放、对祖国中国和中国公民身份及

党的 政策等认同度大大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明显提高、保护和繁荣民族文化的积极性增加，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减少、

反分裂破坏意识更加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发展全域旅游为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和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为特色城镇和美丽新村建设注入了活力。 

四、阿坝州以全域旅游方式推进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的主要启示 

全域旅游作为一种新型旅游发展方式，已成为推进经济结构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国务院在 2016 年 12 月发布

的《“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明确要求“以推动全域旅游发展为主线，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共中央、国

务院在 2017 年 2 月发布的《关于深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 要求大力发

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建设一批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一产二产三产深度融合的宜居宜业特色村镇。“阿坝州在发展文

化生态旅游进程中， 在探索实践全域旅游发展方式方面走在了全国民族地区前列，其探索实践经验对民族地区具有许多有益启

示。其中以下三点启示尤其值得思考和借鉴。 

一是全域旅游发展方式可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融合搭建重要平台。综观阿坝州的探索实践,全域旅游发展方式的主要作

用，就在于通过将一定区 域内的各种资源要素和众多产业领域关联起来，为促进旅游、文化、农业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及其产

业 结构布局调整，搭建资源整合与综合利用、产业相互渗透与共同发展的整合发展平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创造必

要条件。 

二是在全域旅游方式下文化生态旅游具有主导性综合型支柱产业地位。在全域旅游方式下，区域内 的各种要素皆可成为旅

游资源，众多产业领域皆可以 围绕发展文化生态旅游延伸产业链、拓展发展空间， 在文化生态旅游主导下催生出琳琳种种的

融合型产业业态和产品，使文化生态旅游成为无处不在的综合性产业，经济效益除了目前纳入旅游统计范围的显性经济效益外，

还包括纳入文化产业、农业、加工 业等相关产业统计范围及因旅游消费带动的其他产业增长部分等隐性经济效益。也就是说文

化生态旅游业在全域旅游方式下是一种具有主导性的综合产业，其经济支柱地位不仅体现在文化生态旅游业本身上，也体现在

其他相关产业中。在农牧业基础较为薄弱、又不适宜发展工业、但适宜全域发展文化生态旅游业的区域，文化生态旅游业具有

综合性基础产业性质和地位，国家应在产业政策上给予更大扶持力度。 

三是全域旅游发展方式为民族地区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一条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路径。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发展滞后、经

济资源和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产业发展通道较少较窄的问题，仅依靠自身力量走出发展困境面临较大制约。文化生态旅游属于

绿色经济，对旅游资源的利用具有可持续性，与国家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保护政策取向一致。全域旅游发展方式把区域内的各

种闲置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发展文化 生态旅游并可产生良好经济效益，富民增收效果明显，对构建地方经济支撑、增强自我发展

能力、促进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全域旅游发展方式为具有旅游资源比较优势、适宜发展旅游的民族地区而言，无疑

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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