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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中越边境旅游发展研究
*1

娄阳 李庆雷 高大帅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摘 要】:随着“一带一路”等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入实施和中越两国友好往来的不断深化，云南省中越边境

地区旅游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前景可期。在分析云南省中越边境旅游资源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运用旅游资源、

旅游地理、旅游开发等基本原理，对云南省中越边境旅游的空间布局、发展思路、产品体系进行研究，提出了构建

“一带三核四极”，即“一条边境旅游带、三个旅游核心城镇、四大旅游增长极”的空间布局体系，并结合各区域

实际状况提出开发边境观光休闲、边贸商务会展、边地民族风情、边关军事文化、边陲历史文化等边境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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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世界各国、各地区间多维合作的不断深化，边境地区已成为众多国家和地区发展旅游

业的重要选择
［1］

。此外，旅游业作为一个强综合性的产业，又兼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已被公认为是各国、各地区间经济文

化交流的“粘合剂”
［2］

，对边境地区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交流和政治安全等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我国边境旅游(仅指

我方开展的边境旅游活动)发展的序幕拉开于 1988 年 4 月(辽宁省丹东国际旅行社组织我国公民赴朝鲜新义州旅游)
［3］

，经过近

三十年的发展已成为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4］

。2015 年 12 月，我国发布《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

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提出通过“改革边境旅游管理制度、研究发展跨境旅游合作区、探索建设边境旅游试验区、加强

支撑能力建设”四项举措提升旅游开放水平，推动边境旅游大发展
［5］

，更进一步巩固了边境旅游在沿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地位。

我国云南省与缅甸、越南、老挝 3个国家接壤，拥有长度约 4060km 的边境线
［6］

，边境旅游发展地缘优势突出。自 1993 年

开展边境旅游业务以来
［7］

，云南省边境旅游发展成效显著，已成为全省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与越南北部四省山水相连，

拥有约 1353km 的边境线，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十分密切。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

的不断推进，以及“一带一路”等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位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心的中越边境地区，借助于丰富的特色

旅游资源，边境旅游发展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潜力
［8］

。本文主要运用旅游资源、旅游地理、旅游开发等基本原理，对云南

省中越边境旅游的空间布局、发展思路、产品体系进行了研究，以期促进该地区边境旅游有序、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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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越边境旅游资源依托及发展现状

2．1 旅游资源依托

旅游业属于资源型产业，有赖于自然馈赠和社会遗产
［9］

。边境旅游资源是边境旅游研究中一个无法绕过的命题
［10］

，边境旅

游的实践需要对旅游资源进行分类、调查与评价
［11］

。云南省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宜人、生物多样、历史悠

久、底蕴深厚、民风浓郁，旅游资源涵盖了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气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旅游

商品和人文活动全部 8 大主类。自然风光、人文传统、田园风情、民间习俗等旅游资源要素的有效融合，使现代云南省中越边

境地区的景观组合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能够满足旅游者多样化的需求。云南省中越边境各类别重点旅游资源见表 1。

2．2发展现状

旅游发展势头良好:云南省与越南接壤的 8个边境县接待国内游客和入境游客均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旅游收入实现

了较大幅度增长。2016 年，云南省河口县旅游接待人数逾 316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近 25 亿元；麻栗坡县旅游接待人数也达

到了 175．43 万人次，共实现旅游总收入 12．93 亿元。此外，已运转成熟的中越跨境旅游线路已有 3条，分别为“河口县—越

南广宁 8 日游”、“河口县—越南沙巴 2 日游”、“麻栗坡县—越南河江 2 日游”，更多的旅游线路也在不断开发中。

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逐步完善:近年来，云南省中越边境地区加大了旅游道路、游客中心、餐饮住宿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力度，力图打破阻碍旅游发展的设施瓶颈。随着新一轮边境开发开放战略的提出，中越边境地区旅游公路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边境各县市、旅游景区之间公路等级得到了有效提升，交通条件得到了大幅度改善，通行能力大为改善，通达性显著提高。旅

游标识系统、旅游厕所等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也为中越边境旅游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随着旅游投入的不断加大，中越边

境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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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品特色鲜明，合作日益深化:总体来看，云南省中越边境地区旅游发展资源禀赋较相似，但各地区也形成了一系列特

色鲜明的旅游产品。例如，云南省麻栗坡县全力打造“英雄老山圣地、中国祖母绿都”两张特色名片，实现了旅游经济的快速

稳健发展；河口县利用口岸优势，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和区域性旅游集散地”；金平县蝴蝶谷主打蝴蝶品牌，吸引了大

批游客前来游览参观。目前，云南省已经与越南北(中)部七个省市(老街、承天—顺化、广宁、海防、安沛、河江、宣光)建立

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积极开展了双边宣传与营销，拓展了边境旅游线路，共同参与和举办了旅游文化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

旅游协调机制
［12］

。双边旅游合作不断深化，极大地促进了中越边境旅游的发展。

客源市场范围得到有效拓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云南省边境旅游客源市场范围得到了有效拓展。从入境旅游来看，云南

省中越边境旅游客源市场已经基本形成了以越南、其他东南亚国家、日本、韩国和我国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台湾地区为主，

欧美和亚洲其他国家为辅，南美洲、大洋洲为补充的格局；国内旅游市场来看，则形成了以省内及周边省份为主，东南沿海、

华北、西南为辅，东北、西北地区为补充的全覆盖格局。作为云南省边境旅游走廊重要组成部分的中越边境地区，拥有以河口

为代表的一批优质旅游目的地，在云南省边境旅游客源市场的拓展方面贡献突出。

3 中越边境旅游空间布局及发展思路

根据云南省中越边境地区旅游资源分布情况、交通状况、发展基础、开发潜力以及发展需求等，将云南中越边境旅游空间

布局确定为“一带、三核、四极”，其中，“一带”即一条中越边境旅游发展带；“三核”即三个旅游核心城镇，其中一个一

级旅游核心城镇(河口)、两个二级旅游核心城镇(麻栗坡、金平)；“四极”即四大增长极，即麻栗坡县老山旅游区、金平县蝴

蝶谷旅游区、河口县花鱼洞旅游区、十层大山三国旅游区四大重点旅游项目。

3．1一带一条中越边境旅游带

中越边境旅游发展带西起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经文山州(麻栗坡县、马关县)、红河州(河口县、金平县、绿春县)东至普

洱市(江城县)，全长约 1000km。该带以连接云南省中越边境各县的主要沿边公路为发展主线，连接其他相关支线，整合周边旅

游资源构成。其中，富宁经田蓬口岸至麻栗坡、麻栗坡经天保口岸和都龙口岸至马关、金平经金水河口岸和平河通道至绿春目

前大部分为县级公路连接，公路等级较低、通行能力较差，需加大扩能改造力度；马关至河口(S209)、河口经曼耗镇至金平(G8011、

S212)、绿春至江城(S214)基本以省级及以上级别道路为主，通行条件基本满足边境旅游需求，无需大规模改扩建，具体思路见

表 2。

中越边境旅游发展带建设中应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关于促进交通运输

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云南省沿边地区开发开放规划(2016—2020 年)》，大力推进相关沿边公路联通、改造、升级，

完善中越边境旅游发展带与广昆高速公路/云桂高铁、昆河高速公路/昆河铁路、昆曼国际大通道(江城至普洱、连接昆曼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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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接，发挥串联作用。此外，在中越边境旅游带的适当位置(以连续行车不超过 2 小时为宜)设置旅游服务设施和休息休闲设

施，包括便利服务站、厕所、餐厅、休息室等，以满足游客休憩需要；在各分岔路口、高速出口等地应设置清晰明了的旅游指

示标牌，最大程度地为游客提供明晰的路线指示服务；在经过分水岭、十层大山、老山等景区和各城镇周边的道路沿线，应选

取视野开阔的地段设置港湾式观景台，满足游客休憩、观景需要；在轴线的节点位置(县城、城镇等)设置小型游客中心，为游

客提供旅游咨询、旅游包车等服务；加强轴线与城镇、景区(点)、车站的连接，完善道路交通网，便利游客通达目的地。此外，

还应加大中越边境通用机场的建设力度，促进航空与陆路联动。

在中越边境旅游发展带的培育中，我们应特别注意对边界、边城、边民、边贸等涉边特色旅游资源要素的开发与利用，充

分突出边境旅游特色。主要包括:①边界。因为历史原因，中越边境曾被封锁，因此界碑串联起来的边界凸显神圣和神秘氛围。

中越边境线共埋设了 1537 座界碑，被认为是“设立界碑最密集和最清晰的陆地边界线”
［13］

，建议设立“界碑公园”，展示边

界特色。②边城。都龙、天保、河口等多个大大小小、别具特色的边境城镇每年都会吸引众多游客前往旅游或购物，因此应坚

持共同协作、差异发展的原则，将成为推动边境旅游发展的重要前沿阵地。③边民。中越边境地区主要由壮族、苗族、瑶族、

哈尼族、彝族等跨境而居，形成了丰富多彩、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14］

，因此应依托于边民特有的文化气质，开发民族风情旅游

产品。④边贸。中越边境口岸设立了边境经济合作区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跨境合作区的建设步伐也在加快，“边交会”的

规模在不断扩大，边民互市点发展繁荣，成为边境商贸旅游发展的重要平台。

在旅游产品开发上，应主要突出中越边境特色，体现边境内涵，重点考虑边境观光休闲、边贸商务会展、边境科考探险、

边境民族风情、边关军事文化、边境历史文化等旅游产品，形成综合旅游产品体系。此外，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要在边境旅游

产品开发的过程中注重挖掘其文化内涵，推动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15］

。

3．2三核:三个旅游发展核心城镇

一级旅游核心———河口:河口是云南面向越南最大的开放口岸，是中国面向越南的窗口，是公路、铁路一体化的国家重点

建设口岸，是昆明至河内途径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点。综合考虑经济实力、交通区位和旅游发

展潜力，可以将河口确定为中越边境旅游的一级旅游核心。河口应整合优势资源，以“河口边境旅游试验区”为抓手，在全面

发展的基础上，重点打造边贸商务会展、边陲历史文化旅游产品，开展针对性强的旅游营销，加强与越南等地的旅游合作，大

力促进边境旅游发展。河口可发展以下旅游产品:①边贸商务会展旅游产品。“河口越南城、中越边交会”汇集了大量翡翠珠宝、

工艺品、民族服饰、土特产品等特色旅游商品，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购买。河口应依托于边境贸易场所发展边贸购物旅游和商

贸旅游，围绕一年一度的“边交会”打造具有高端层次的边境会展旅游产品，依托商贸人群开展康体养生等旅游产品，以满足

不同客群的样需求。②边陲历史文化旅游产品。河口古炮台、河口海关旧址、河口对讯督办公署旧址、法国驻河口副领事署、

滇越铁路、烈士陵园等是近现代沧桑历史的见证，具有非凡的历史文化价值。河口边境地区历史文化丰富且深刻，因此应依托

历史遗址遗迹，充分挖掘历史文化内涵，重点开发边陲历史文化旅游产品。

二级旅游核心———麻栗坡、金平:云南的中越边境线长达 1300km，一级旅游中心辐射范围需要得到有效补充，故选取麻栗

坡、金平作为二级旅游核心。两个二级旅游核心分别分布在一级旅游核心东、西两个方向，能够有效拓展边境旅游核心辐射范

围。麻栗坡已被列为云南省 5 个边境旅游试验区之一，应突出“南疆风情、跨境神游”主题，带动环麻栗坡、马关、西畴沿边

跨境旅游等片区旅游开发。重点建设天保旅游小镇和老山风景名胜区，着重策划边关军事文化、边地民族风情等旅游产品，大

力开展边境旅游并向纵深推进。可发展以下旅游产品:①边关军事文化旅游产品。麻栗坡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两山轮战”的

主要战场，战斗遗迹保存众多，应重点开发边关军事文化旅游产品。烈士陵园、老山、者阴山、老山作战纪念馆，还有阵地、

战壕、防空洞等军事遗址可开发成军事旅游地、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边关军事文化旅游产品又可以细分

为爱国主义教育游、军事遗址观光游、模拟战争体验游、边关岁月怀旧游等，针对不同的游客群体，提供不同的体验服务。另

外，还可以增建模拟战争基地、模拟战斗场所，引进先进的仿真战斗设备，最大程度地还原当年战斗的情景。②边地民族风情

旅游产品。麻栗坡边境聚居了壮族、苗族、瑶族等 7 个少数民族，除蒙古族外均为跨境而居，拥有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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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主要体现在饮食、服饰、建筑、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歌舞艺术、宗教信仰和节日节庆等方面，具有很高的保护利用价

值。麻栗坡边境旅游开发应注重挖掘民族文化内涵，实行精品化开发战略，充分展现民族特色，打造边地民族风情旅游明星产

品。

云南省金平县应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及其相关配套服务设施，提高旅游接待与服务能力。该区域应重点建设开发中国

蝴蝶谷景区，主打边境科考探险、养生旅游、探秘旅游等产品，促进实现金平旅游的跨越式发展，可发展边境科考探险、观光

休闲旅游产品。金平县边境地区的分水岭，纬度低、海拔高，立体气候十分显著，植被类型和生物多样性丰富，集雄、奇、险、

秀、幽为一体，科考、探险旅游的意义大、底蕴足；蝴蝶谷中蝴蝶品种丰富，珍稀蝴蝶相对集中，自然风光秀丽迷人。因此，

应依托神秘的界山和蝴蝶王国，以边境自然山水风光为中心，重点开发边境探险、科考旅游产品和观光、休闲旅游产品，发挥

资源价值，满足游客的猎奇旅游需求、探秘旅游需求和观光休闲旅游需求。

3．3四极:四大旅游增长极

麻栗坡老山旅游区:以“英雄老山圣地”为核心，突出战争遗址、历史民俗、自然风光等区域特色
［16］

，形成立体旅游格局，

内容包括英雄老山军旅体验游、天保国门观光购物休闲游、仙境金厂康体运动养生游、白倮原始部落探秘游等。打造集军事体

验、民俗风情、峡谷风光、溶洞探险、休息娱乐、旅游购物为一体的“英雄老山圣地”精品旅游线路，面向市场推出“中国梦”

爱国主义红色文化之旅，培育“英雄老山圣地、中国祖母绿都”品牌，辐射带动边境旅游产业发展，成为云南省中越边境旅游

发展的一大增长极。

金平蝴蝶谷旅游区:以“蝴蝶谷”为核心，充分利用 400 多种蝴蝶资源(种类居世界第一位)，突出“蝴蝶王国”特色，整合

周边拉灯瀑布群、太平河瀑布、古茶树群落等自然景观和哈尼梯田、蘑菇房、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等人文景观，开发蝴蝶观赏

探秘游、山水风光观光游、古茶养生疗养游、人文风情体验游等旅游产品，形成集风景观光、民俗体验、康体养生等多位一体

的旅游格局，打造成为国内蝶类观赏、科考和生态旅游的知名品牌，辐射带动周边旅游产业发展。

河口花鱼洞旅游区:以“山、水、林、洞”为发展核心，充分发掘花鱼洞岩溶景观、花鱼洞瀑布、热带雨林、中法战争黑旗

军遗址等景观内涵，突出“热带风光浓郁、历史底蕴深厚”
［17］

的特色，开发休闲观光游、乐活戏水游、雨林探险游、溶洞探秘

游、历史品味游等旅游产品，将其打造成为边境生态旅游标志地，填补河口旅游的空白。进一步加大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

持力度，加快综合化发展步伐，把河口花鱼洞旅游区打造成为中越边境旅游不可或缺的增长极。

十层大山三国旅游区:以“一眼望三国”为发展核心，深入挖掘“鸡鸣三国”的特殊地理位置、三国(中国、老挝、越南)共

用界碑(一个界碑代表三个国家，这样的奇观在中国只有两个，另一个是位于满洲里的“中俄蒙”三国交界)的文化内涵，突出

独特边地风貌特色，整合十层大山高品位的自然风光，开发自然风光品味游、三国边地风情游、爱国文化陶冶游等旅游产品，

打造国内三国交界旅游开发典范，培育成为中越边境旅游明星品牌，树立国内边境旅游发展标杆。

4 结论及建议

4．1 结论

旅游是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的重头戏
［18］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国家、省级、沿边开发开放系列政策、边境旅游试验区建设

等战略的实施，云南省中越边境地区的地理区位和旅游资源优势已然显现，将成为中国边境旅游开发的又一片沃土。同时，云

南省作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以及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前沿阵地
［19］

，借力于“五大基础路网”
［20］

的构

建，积极推动中越边境旅游发展，对维护边疆安全与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人民安居与乐业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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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议

云南省中越边境地区应依托于丰富多样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以科学的旅游发展观为导向，加强旅游规划，深入挖掘边

城、边民、边界、边贸等边境特色，深度融合文化与旅游发展内涵，全面开发边境观光休闲、边贸商务会展、边地民族风情、

边关军事文化、边陲历史文化等旅游产品；不断创新发展理念，增强创新能力
［21］

，设立边境旅游发展基金，引进专业人才，建

立健全旅游信息服务和旅游接待服务平台；强化政府支持，促进政策沟通，打破地区行政壁垒，进一步完善旅游交通网络，落

实云南省中越边境旅游空间战略布局；进一步促进旅游核心地区和中越边境旅游发展带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中越边境成为

西南边境地区旅游开发与对外合作的重要支撑，推动西南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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