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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云南边境旅游走廊对维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应对周边省市竞争、实施

旅游强宵战略、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丰富多彩且开发潜力巨大的旅

游资源、优越的区位条件、沿边开发开放的纵深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带来重大的发展机

遇成为云南边境旅游走廊建设的重要条件，违设云南边境旅游走廊，应遵循“重点突破、分

段实施、联动开发”的原则：加强旅游合作，促进边境旅游协调发展；纵深推进沿边开发开

放，带动边境旅游繁荣发展；打造特色旅游产品，实行差异发展；进一步挖掘文化内涵，推

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完#旅游接待服务体系，建立现代旅游信息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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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旅游业是中国边疆发展的重要引援，也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多样化手段之一。随着全球旅游的

高速发展和区域或次区域合作的纵深推进，边境地区已成为许多闻家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区域，边境旅

游的发展对繁荣经济、巩固边渦稳定、促进国家对外开放、国际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宥积极作用。2015

年 12 月，（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千政策措施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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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设边境旅游实验区、加强支撑能力建设”四项举措来提

升旅游开放水平，促进边境旅游繁荣发展。这一政策为云南边境旅游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对加快云

南省边境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以“边境旅游走廊”为主题的文献尚不多见，相关研究主要分为边境旅游和旅游

走廊两大类。在边境旅游方面，张广瑞从国际实践和经验出发，对边境旅游进行了槪述，梳理了中国

边境旅游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杨兆萍提出了旅游贸易互动发展的新模式；杨丽以云南边境旅游市场

个案为例，总结了边境旅游发展的 5 种战略：政府主导性战略、内联外拓战略、边境大旅游战略、可

持续发展战略和协调发展战略等。在旅游走廊研究方面，李瑞最先对旅游走廊的概念、特点、动力机

制和发展模式等基本理论进行了研究，并以宁西铁路为依托，探讨了宁西铁路旅游走廊的形成和发展

；邓小艳 9 则基于共生理论视角，从树立共生观念、整合旅游资源、培育共生机制和优化共生环境等

四个方面探讨了湖北省恩施州“清江山水旅游走廊”的构建。此外，梁勇、薛宝琪对贺兰山东麓葡萄



酒旅游走廊、黄河沿线旅游走廊的构建做了相关研究等。

云南自 1993 年开展边境旅游业务以来，边境旅游取得了重大发展，已成为全省旅游业的敎要组成

部分 3 云南边境线上分布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但边境旅游资源较分散，各区域以自行开发为主，整合

开发弱，缺乏整体旅游形象，影响了边境旅游的发展 3 从理论与实践发展看，研究“云南边境旅游走

廊”的构建是有必要的，建议对云南边境旅游走廊进行“重点突破、分段实施、联动开发”，以促进

云南边境旅游的进一步发展，这对拓展边境旅游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此外，还可

就复杂地缘环境下如何促进边境旅游又好又快发展、维护边疆安全与发展、服务于“一带一路”等提

供一定思路，也可为同处边疆地区的省份发展边境旅游提供可借鉴的路径。

2 云南边境旅游走廊建设的必要性

2.1 维护民族团结与边躺稳定的需要

边疆是国家间利益角逐的前沿地区，边疆虽居疆域之边缘地带，远离中心或核心区，但对于一国

发展的重要性绝不亚于首都和核心区。更有学者建议围绕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构建边境旅游长廊，以

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新形势下，云南省既肩负着国家对外开放的重任，又肩负着发展少数民族地区

经济、维护民族团结和促进边躺繁荣稳定的重任，构建云南边境旅游走廊对加快云南对外开放步伐、

加强与内地联系、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

此外，边境旅游可在云南省对外开放和沿边开放中发挥先行先试作用，通过旅游带动国际投资、贸易

发展、人员往来，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双边、多边互利互惠的交流合作，增进彼此之间的 r 解和

信任，创造和平友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从而为维护边躺稳定做出巨大贡献。

2.2 云南应对周边地区竞争的霱要

近年来，贵州、广西和四川三省旅游发展迅速，2014 年主要旅游经济指标已超过云南，发展速度

明显快于云南，后发优势明显。此外，广西边境旅游也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积极加大中越边境旅

游产品的开发力度，开拓客源市场，与云南形成激烈的竞争。云南应充分发挥己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

势，对边境旅游进行重新定位，整合边境旅游资源，加快建设边境旅游走廊，将边境旅游汗发成特色

旅游产品，应对来自周边地区的挑战。

2.3 实施云南旅游强宵战略的需要

2013 年 10 月，云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旅游强省的意见

》，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构建边境旅游走廊，可将云南边境分散的

旅游资源幣合起来，打造集观光、休闲度假、专项旅游为一体的复合型旅游产品体系，起到丰富旅游

产品类型、优化旅游产品结构的作用，进一步推动云南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旅游强省的目标。



2.4 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 X 要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我国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 t 丝绸之路”的 I

大倡议（即“一带一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已进人实质性阶

段，且发展形势良好。云南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省份，在“一带一路”中的定位是“面向南亚

、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而与云南省接壤的中南半岛是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支点

。旅游业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突破口，云南省建设边境旅游走廊、发展边境旅游，在

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基础上，可进一步依托中国一中南半岛国际大通道建设跨境旅游走廊的重

大机遇，与沿线国家广泛开展旅游合作，纵深推进旅游合作，形成稳定的合作基础，从而更好地共建

“一带一路”。

3 云南边境旅游走廊建设条件

3.1 旅游资源丰富 a 开发潜力巨大

云南省边境地区因其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社会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形成了秀丽旖旎的

自然风光、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绚册'多彩的民族文化、浓郁的边地文化。从自然景观来看，既有山

势陡峭险要、立体气候明显、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的西南部髙山风光，又有南部热带雨林景观（独木

成林、望天树等）。从人文景观来看，云南边境地区生活着 16 个跨境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保留了特有民族文化，如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建筑、服饰、饮食、节日、婚丧嫁娶

、宗教崇拜等，滇西地区、红河州与文山州边境地区曾经分别是抗击日本法西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

战场，至今保存着部分战争遗址和博物馆^边境地区还保存有许多古代民族的活动遗址、古墓葬、壁_

、石窟、寺院、佛塔等文化遗产，有的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观赏价值；边境地区的土特产品、

手工艺品、旅游纪念品及其旅游商品，不但种类繁多，而且都带着浓重的地方色彩(表 1）。由上述分

析可知，云南边境丰富且开发潜力巨大的旅游资源为云南省建设边境旅游走廊、发展边境旅游提供了

丰富的资源条件。



3.2 优越的区位和交通条件

云南省背靠大西南，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前沿和陆上通道，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

山水相连，边境线绵延 4060bn。截至 2015 年底，云南省边境线上分布着 18 个边境口岸，其中国家一

类口岸 11 个、二类口岸 7 个；拥有对外通道 97 条，其中中越 26 条、中老 7 条、中缅 64 条 18，出人

境非常方便，发展边境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当前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下，云南省正在

加快推进“七出省五出境”公路通道、“八出省五出境”铁路网和“两出省三出境”水路的建设 19,

其中一些项目已经竣工，初步形成通往缅甸、老挝、越南 3 国，辐射东南亚、南亚的水陆空立体交通

体系，从而为云南省建设边境旅游走廊提供了区位和交通条件。

3.3 云南省沿边开发开放的纵深推进

口岸是边境旅游最为主要的集散中心，也是区域社会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边境口岸的发展 I 接

关系到边境旅游的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家实施沿边开放战略，云南省各边境口岸相继对外开放

。近年来，云南省紧紧抓住机遇，按照“立足周边、拓展东盟、开拓南亚、面向世界”的总体思路，

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沿边开放开发，不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沿边开发开放取得了重要进

展，目前已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沿边开放格局。沿边地区开放开发一方面促进了云南边境贸易的发

展。据 1997—2015 年（云南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云南省与缅甸、老挝及越南三国边境贸易进出口总

额从 1996 年的 1.36 亿美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35.79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24.14%。另一方面，深化

了与缅甸、老挝和越南的跨境合作。近年来，国家依托边境口岸设立了边境经济合作区、重点开发开

放试验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使云南省对外开放合作平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在边境地区开放开发的

纵深推进下，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旅游环境得到改#，为边境旅游走廊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软硬

件环境。



3.4 共建“一带一路”带来重大发展机遇

首先，云南作为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共建“21 世纪海 t 丝绸之路”的重要前沿阵地，区位优势明

显，边境旅游的发展必将得到国家和云南省的重视。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旅游优惠政策，如简化边境旅

游出人境手续、下放边境旅游资格审批、放宽边境旅游经营业务等措施，对加快边境旅游资源开发、

丰富边境旅游产品类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引进外资，壮大旅游企业实力、增加客源、扩大客源

市场提供了便利。其次，“一带一路”战略为云南边境旅游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云南可充分利用国

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发展边境旅游，将边境旅游产业做大做强。第三，“一带一路”战

略为云南与东南亚国家加强旅游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云南可借助对外开放机遇，在跨境旅游合作

中实现“资源互享、产品共推；客源互送、企业共赢；信息互通、市场共管；人才互动、设施共迮”

。

4 构建的原则、思路与措施

4.1 重点突破、分段实施、联动开发

根据旅游资源的分布情况、发展潜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状况，选择区位条件优越、发展

潜力大的边境城市和边境口岸（依托中心）或支撑性景区作为优先考虑和重点发展，将其打造成为云

南边境旅游的“龙头"。云南省边境线漫长，按照行政区划可分为滇西段、滇西南段和滇东南段，各段

之间、各段内部之间都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应根据具体情况分段实施，交通发达、发展基础好的区

域段可先行开发；同时，组建统一的领导一协调机构，统一规划旅游线路，塑造整体的旅游形象，共

建旅游品牌。

4.2 建设思路

云南边境旅游走廊在地域范围上可分为三段，每段都是由所在区域的旅游资源和依托的旅游中心

所组成的，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云南边境旅游走廊结构体系（表 1)。主要包括：①滇西段。依托高黎

贡山、独龙江、瑞丽江一大盈江边境自然风光和瑞丽口岸、畹町口岸、“天涯地角”碑、一寨两国景

区、瑞丽边寨喊沙景区、中缅街、畹町边关文化园等边境人文景观，以发展边境观光休闲旅游和边境

探险旅游为基础；整合史迪威公路、滇缅公路上的一系列抗战遗址遗迹旅游资源，加强与缅甸的旅游

合作，以重点开发远征军抗战文化旅游为主，打造滇西抗战文化旅游品牌；以瑞丽旅游淘宝场、瑞丽

边贸街和姐告边境贸易区为基础，结合中缅边交会打造边境商贸会展旅游为辅②滇西南段。以热带雨

林、南滚河、南汀河、南捧河、十层大山和澜沧江一湄公河等边境自然风光为基础，幵发边境生态旅

游；将傣族、佤族等跨境少数民族文化融合进观光休闲产品中，打造集名胜观光、民族文化体验和休

闲度假为一体的精品边境旅游区。③滇东南段：以老山自卫反击战遗址、老山作战纪念馆、麻栗坡烈

士陵园和河口烈士陵园为基础，重点打造南疆边关怀旧旅游，注重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和军事题材的特

色；加快滇越铁路、中越铁路大桥、河口古炮台、河口海关旧址、河口对汛督办公署旧址、法国驻河

口副领事署旧址等旅游资源的开发，进一步挖掘其文化内涵，打造边境历史文化体验旅游。④旅游中



心。进一步拓展并完善交通网，争取将互联互通国内段交通项目建设纳入国家相关规划，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加强国际合作，与缅甸、老挝和越南三国政府协商，利用国外援助资金、国际组织贷款等加

快与以上三国公路的互联互通建设。加快县城及其境内口岸旅游配套设施的建设，完善旅游中心功能

，提高旅游接待能力。同时，按照统一标准，加快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包括旅游公共标识系统、

游客服务中心、旅游阑所、游客休息站和智慧旅游体系，并结合各区域内部独特的地域和文化特色建

立自驾车营地及慢行交通系统。

4.3 建设措施

加强旅游合作，促进边境旅游协调发展：旅游业是一个由“吃、住、行、游、购、娱”6 大要索组

合而成的大系统:20],旅游发展涉及到诸多部门，因此耑要各部门的支持。对边境旅游而言，旅游走廊

的建设包括对内合作和对外合作两个方面。对内要协调好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和

合作，各部门从自身职责出发，为旅游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各区域之间要打破地域上的行政界限，

共同利用好旅游资源，共建旅游基础设施，统一规划旅游线路，塑造整体旅游形象，统一旅游宣传口

号，形成统一的旅游市场对外由外交部、国家旅游局等国家部门牵头，双方政府组建由旅游、海关、

边防等相关部门组成的跨境旅游协调机构，定期召开会议，共商解决边境旅游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在出人境管理方面相互协商达成一致，实行“一证通”或相互免签政策，实现资本、人才和信息等

旅游产业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迮立旅游联合执法机制，使旅游者在权益受到损害时能得到及时解决

，要加强与邻国政府的的合作，实施跨境旅游一体化战略，设计跨国旅游线路，联合进行旅游营销。

纵深推进沿边开发开放，带动边境旅游繁荣发展：沿边开发开放通过国家、省等给予的各项优惠

政策，吸引资源、资本等要素在边境地区富集，从而使边境地区得到进一步发展。边境旅游作为边境

地区发展的重要产业，能得到繁荣发展，因此要进一步纵深推进沿边开发开放。首先，提高口岸建设

重视程度，积极向国务院申请，将部分发展潜力大的二类口岸升级为一类口岸，进一步完善口岸基础

设施（如加快电子口岸建设、实行 24 小时通关和预约通关等），从而提高口岸通关能力；拓展对外贸

易通道，使车流、人流、货流往来更为通畅便捷。其次，加快推进河口一老街、磨憨一磨 r 和瑞册一

木姐三个跨境经济合作区进程，进一步建设姐告边境贸易区、磨憨边境贸易区，扩大瑞丽旅游淘宝场

、瑞册'边贸街、河口越南街等特色旅游购物场所的规模，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史多旅游企业人驻。

打造特色旅游产品，实行差异发展：突出地方特色，实行差异发展是增强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 t

要途径。建设云南边境旅游走廊，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培育特色旅游产业。各区域应重点建设有别

于其他地区的旅游产品，与其他地区形成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如滇西段 s 点突出远征军抗战文化、

景颇族傈僳族跨境民族文化，滇西南段敢点打造傣族佤族拉祜族跨境民族文化，滇东南段主要开发南

躺边关文化、苗族壮族瑶族跨境民族文化。通过提供特色化、差异化的产品与国际化、标准化的服务

，提高边境旅游产品的质 w 与服务水平，从更高层次和更高起点满足旅游者的要求；采用多种营销手

段，确立产品品牌和增强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引领屮外边境旅游新时尚，推进现代化国际商务旅游

的发展。



进一步挖掘文化内涵，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n,旅游与文化的融合成为现

代旅游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云南边境旅游资源丰富，边境自然风关秀丽，人文景观特色明显，同时具

有浓郁的民族文化、抗战文化、边关文化、历史文化、节庆文化等五大特色文化 0 构建云南边境旅游

走廊，需要加快推进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形成互促共贏的发展态势。深度挖掘五大特色文化资源

，将文化元素植人旅游产业，重新包装文化资源，提升边境旅游的品味和文化内涵，开发具有地域文

化特色的边境旅游产品。对少数民族服饰、歌舞、手工技艺、音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歼发与保

护相结合的原则，将其打造成为民族文化演艺产品。对畹町边关文化园、姐告文化广场、瑞丽翡翠文

化产业园等进一步升级，凸显亮点，增强吸引力。打造文化疗庆旅游品牌，进一步做大做强盘王节、

花山节、街心酒宴、祭祀舞、h 瑙纵歌资万人同舞等少数民族文化品牌和中缅胞波狂欢节、珠宝文化 w

、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等现代节庆活动品牌完善旅游服务体系，述立现代旅游信息服务平台：在住

宿设施方面，应以建设一批中等级別的宾馆为主、高星级酒店为辅，同时兼颐建设一批体现当地特色

的客栈，以满足不同层次、级别游客的需求：此外，针对自驾游游客不受约束、追求个性的特点，可

在环境较好、交通便利的地方建立一批自驾车营地，为自驾车游客提供卫生、经济的住宿服务和附加

汽修、洗车服务、在餐饮方面，以当地的饮食文化为基础，加快各种特色酒店和农家乐的迮设。边境

地 k 还可以建设一批外国餐馆，聘请外国厨师，推出外国菜品和外国风味小吃-同时，政府部门要加强

对餐饮店的监管和审査力度，保证饮食质量，使当地饮食文化成为旅游品牌之一。

智慧旅游是现代旅游发展的新趋势，因此，现代化的旅游信息服务平台在边境旅游走廊违设中意

义重大。平台内容包括人工咨询、旅游投诉、旅游动态、旅游线路、旅游景点、预订服务、在线査询

以及食宿行娱购等内容。通过系统与社区、游客共享相关信息资源，实现产品供求平衡；提升景区宣

传手段和力度；增加游客自由度，充分利用游客时间和当地的旅游资源，同时为了方便游客出行，在

主要的口岸、景区、主要的街道等地设立具有当地特色的导向牌和导游图。

5 结论

边躺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关乎一国的核心利益，边境旅游是边疆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维护国家核

心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要枳极构建边境旅游走廊，促进边境旅游发展，维护边獵安全与稳定。

本文以当前国家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幵放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新形势为时代背景，立足云南

边境地区丰富且各具特色的旅游资源，深人分析云南边境旅游走廊建设的条件，提出应遵循“S 点突破

、分段实施、联动开发”的原则，从加强各地区旅游协商与合作、纵深推进沿边开发开放、打造特色

旅游产品，实行差异发展、进一步挖掘文化内涵，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介、完奔旅游服务体系，建

立现代旅游信息服务平台等方面共商共违云南边境旅游走廊。目前，学界对边境旅游走廊违设的研究

成果鲜见，本文研究结果能为边境旅游走廊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或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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