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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精、特：贵州山地旅游发展的现实选择 

邓小海 1，云建辉 21
 

(1．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贵阳 550002;2．云南农业大学，云南昆明 650201) 

【摘 要】：当前，贵州正努力建设世界知名山地旅游目的地，亟须明确山地旅游发展模式。贵州山地旅游资源特

质、贵州旅游业发展现状以及旅游市场需求决定了贵州山地旅游发展模式选择应立足小、精、特。山地旅游资源特

质是贵州立足小、精、特山地旅游发展的基础，旅游业发展现状是贵州立足小、精、特山地旅游发展的现实，旅游

需求个性化是贵州立足小、精、特山地旅游发展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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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地理多样性、气候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造就了贵州山地旅游发展的独特环境。
[1]
山地旅游是贵州旅游业的基

本定位，加快推进山地旅游发展是贵州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守住“两条底线”、顺应新一轮产业转移和转型的必然要求，是

贵州“十三五”时期实现弯道取直、赶超跨越的重要战略机遇，是解决脱贫攻坚、共同小康的主要手段之一，加大山地旅游有

效供给，实现山地旅游对三次产业的带动效应，对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意义重大。当前，贵州正以“旅游＋”思维全力

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打造“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旅游品牌，努力建设世界知名山地旅游目的地，实现山地旅游“井喷式”

发展目标。因此，选择何种山地旅游发展模式成为当前贵州山地旅游发展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贵州山地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成果多见于对贵州乡村旅游和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方面的研究文献中，如何嵩昱以朗德上寨和

镇山村为例对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
[2]
肖静提出了贵州乡村旅游的复合发展模式。

[3]
伴随山地旅游在贵州旅游

发展中地位的凸显，部分学者开始分析贵州山地旅游发展模式。朱晓辉指出，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是贵州山地旅游发展的不竭

动力，贵州山地旅游发展模式应实现与文化全面的、系统的链接。
[4]
张攀春等提出，贵州山地旅游开发应突出资源特色和优势条

件，凸显贵州山地旅游整体形象。
[5]
为探索山地旅游发展，贵州以世界山地旅游大会为平台，立足贵州、放眼全球，积极推进山

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取得了积极效果。
[6]
然而，与实践需要相比，贵州山地旅游发展模式研究依然不足，以往研究成果并未

清晰回答贵州应通过何种模式发展山地旅游。为此，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贵州山地旅游资源特质、贵州山地旅游

发展现状以及旅游市场需求等方面系统论述贵州为何应立足小、精、特发展山地旅游。 

二、小、精、特旅游发展模式解析 

（一）小、精、特旅游发展模式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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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精、特旅游发展模式，即小型化、精品化和特色化旅游发展模式。“小”既是指旅游发展的切人点或主体规模比较小，

可以是围绕特定文化创意主题，也可以依托某一特色旅游资源而发展，如小山、小村落、名建筑等，又是指旅游发展对环境的

影响要小，要适度控制规模，确保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精”是指要突出高质量、高品位、高端化、国际化，要以“工匠精神”

打造精致、精细的旅游产品和服务。“特”既包含旅游定位要与周边地区相区别，亦包括旅游产品要具有差异化和个性化。小、

精、特是一个有机的共同体，特色化是在旅游精品化基础上追求的与众不同，并能为精品化锦上添花；小型化的付诸实施要以

精品化和特色化为前提，是在提供精品化、特色化旅游产品基础上的旅游多业态发展。可见，从旅游发展层次来看，小、精、

特旅游发展模式是与旅游发展较高层次相耦合的发展模式，其能有效契合当前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诉求，有

助于推动旅游业与相关产业融合，不断创新旅游产品，加快形成旅游新业态，加大中高端旅游产品有效供给，满足旅游者个性

化和多元化需求，实现旅游业转型升级。 

（二）小、精、特旅游发展模式的决定因素 

从目标导向来看，小、精、特旅游发展模式追求的最终目标是提升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故，小、精、特旅游发展模式应能

最大程度地寻求对目的地现有条件利用、旅游资源潜能激发和旅游市场需求满足的有效途径，进而推动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形成。

根据地区产业竞争力理论，地区产业竞争力的形成由生产要素、相关支持产业、市场需求以及企业相关要素等四方面因素决定。

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旅游资源是旅游业最为核心的生产要素，相关支持产业和企业相关因素可归结为旅游目的地旅游发展现

状，市场需求即为旅游市场需求趋势（见图 1）。因此，从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提升角度来看，小、精、特旅游发展模式的决定因

素主要有旅游资源、旅游发展现状和旅游市场需求等。 

 

三、旅游资源特质是贵州立足小、精、特山地旅游的基础 

（一）山地自然旅游资源特质莫定了小、精、特旅游发展基调 

从地理阶梯划分来看，贵州地处我国第二阶梯，大的地理构造造就了贵州山地资源小、精、特的典型特征。贵州山地资源

分布广泛、总量多。贵州境内 92.5%的国土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处处可以开门见山，是“山的王国”，有着“山地公园省”的美

誉。贵州自然旅游资源类型、数量之多，为全国罕见，境内有 10种世界目前已开发的主要自然旅游资源，占到全世界总数的 2/3。
①2
贵州山地资源体量偏小、知名度不大。贵州境内名山主要有梵净山、雷山、黔灵山、东山、天台山、云台山等，其中梵净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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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贵州第一山：梵净山虽是贵州第一山，但其体量和名气与五岳相比相距甚远；虽是有名的佛教名山，但就佛教名山知晓度

而言，其无法与四大佛教名山相比拟。然而，贵州山地旅游资源特色明显，组合度好。贵州自然风光以真山、真水、溶洞、森

林为特色，山水洞林融为一体，珠联璧合，相映成趣，形成了独特的旅游风光资源。贵州山地旅游资源在分布空间上、构成类

别上以及开发方式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布相对集中的特征。万峰成林、苍山如海，河道纵横、溶岩飞瀑，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造就了贵州水鸣如琴、别有洞天、青山如屏的水貌山形。 

贵州山地自然旅游资源分布广泛、体量小、特色鲜明，加之贵州宜人的气候和质量较高的生态环境，使得黔贵之地具备开

发以回归自然为主题的休闲度假、康体养生、科考探险等高端、精品、特色旅游的良好基础。可见，先天的小、精、特山地自

然资源特质，奠定了贵州山地旅游发展的大基调，由于缺乏具有高知名度的大体量的山体，贵州难以形成如玉龙雪山、泰山等

大体量的山地旅游景区，难以通过大规模开发某一或少数山体进而带动全省全域旅游的大发展，而更适宜走小型化、精品化、

特色化的山地旅游发展之路。 

（二）山地文化旅游资源特质与小、精、特旅游发展相得益彰 

“文化千岛”是贵州山地文化旅游资源的突出特征。贵州山地文化旅游资源所表现出的“文化千岛”特征包含了两个层面

的意思：一是“千”,即多彩性。贵州山地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多样，境内考古发现有“观音洞人”、“桐梓人”、“水城人”、“兴义

人”、“大洞人”、“猫猫洞人”、“桃花洞人”；有夜郎文化、阳明文化、屯堡文化、沙滩文化、土司文化；有特色鲜明的酒文化、

茶文化、饮食文化；有着五万多个风格各异的村寨和古镇，每年举办各类民族集会、节庆多达 1000余次；有省级以上非物质文

化遗产 646 项（793 处），其中国家级 85 项（140 处），人选（列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和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的数

量分别为 62个和 426个，分别位居全国一、二位，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生态博物馆”。二是“岛”，即独特性。贵州位于

西南腹地，市场经济发育较晚，使得贵州山地文化旅游资源具有独特性。贵州大地上各民族因生活在不同独立地理单元而衍生

出特色各异的文化单元,造就了“一山不同族、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风”的文化分布特点，仿若一个个“文化孤岛”，其中苗

族、侗族、布依族、仡佬族、水族等文化具有唯一性。
[7]
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即便是同样一个

节日，由于地域不同，其名称、时间、内容也会有所差异。 

贵州山地文化旅游资源“文化千岛”特征与小、精、特山地旅游发展模式相得益彰。一方面，贵州山地文化旅游资源多彩

性为贵州发展小而精、小而特的山地旅游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独具特色的山地文化为小、精、特旅游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

注入了强大动力。多彩性必然意味着贵州山地文化旅游资源难以通过单一或少数旅游产品形式（业态）表达，而小规模、精品

化、特色化、多业态的山地旅游发展模式能够最大程度地凸显贵州多元文化的优势和多彩贵州的魅力，最大限度地将贵州特色

的山地文化向外界展示。另一方面，多样性和特色性的维系需要将山地文化存续环境维持在既定的阈值范围内，而大规模、单

一的旅游发展必然会对文化存续所赖以依存的环境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一旦超出文化存续的阈值势必会对文化带来巨大冲击，

甚至会造成文化的消亡。由于小、精、特山地旅游发展模式强调依托特色资源开发适度规模的旅游产品，在开发过程中为凸显

资源特色会尽量减少对文化续存环境的破坏，故其对山地文化的多样性和特色性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有助于贵州山地文化旅游

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三）山地旅游资源脆弱性青睐小、精、特旅游发展 

对贵州而言，“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建设“山青、天蓝、水清、地洁”的环境，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经济社会发

展的嘱托，也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我国石漠化面积最广、程度最深的省份，贵州以喀斯特为主的山地特征造

就了其独特的山地生态系统。一方面，贵州多样的山地环境和温和的气候条件，使得贵州境内物种丰富，生物多样性十分显著。

贵州境内有维管束植物近 10000种，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16种；有脊椎动物 1000多种，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5种。
①3
另一方面，脆弱的地表构造，频发的地质灾害，贵州山地生态系统脆弱表现明显。贵州岩溶出露面积达到 60%以上内平均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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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7.8度，其中 15度以上的陡坡就占到总面积的近 60%，地表土壤薄，泥石流、滑坡、崩塌、地裂缝、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频

发。山地旅游资源是在地球亿万年的演化和人类社会千万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旦遭到破坏便难以修复。因此，贵州山地

旅游开发应针对旅游资源特色精准定位开发模式，以适度规模为原则，适度控制景区游客数量，以确保山地旅游发展处于旅游

生态承载力范围内。就开发规模和开发强度而言，与大规模、高强度的山地旅游开发模式相比，小、精、特山地旅游发展模式

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环境亲和力，其更能与贵州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相适应，更能将山地旅游开发的环境影响降到最低。 

四、旅游发展现状是贵州立足小、精、特山地旅游的现实 

（一）贵州具备发展小、精、特山地旅游的现实基础 

1．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小、精、特旅游发展提供可能。经过多年的发展，贵州旅游基础设施发生了质的飞跃。贵州立

体化、全域化快速旅游交通体系正加速形成，公路、铁路、机场、港口旅游交通的互联互通和无缝连接逐步形成，覆盖全域的

旅游交通服务网络体系初步形成。贵广、沪昆高铁建成通车，贵州旅游进人“高铁时代”;2015 年贵州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 5128

公里，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改造升级完成，国际国内航线增加到 116 多条，2015年旅客吞吐量突破巧 63.28

万人次；新建成遵义、六盘水、毕节、黄平支线机场，形成全省“一干九支”民用机场布局网络。贵州旅游接待服务设施正加

快改善，旅游景区接待设施、旅游住宿接待设施加快完善，旅游信息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依托 100 个景区和乡村旅游升级工

程，开展景区网络化布局，开通了一批重点景区旅游专线，基本形成了覆盖主要旅游城市、旅游景区的游客接待服务中心体系；

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房车露营基地、乡村旅舍和文化主题度假酒店，住宿接待能力增加到 74.5 万张床位，其中五星级饭店已有

6 家、三星级以上饭店达 213 家；在黄果树等重点景区，已经建设完成数据中心、智慧票房系统、高速公路网、景区免费 WiFi

系统、智能可视化视频系统、线上线下一体化系统、电子商务网等七大主系统，实现了景区无线 WiFi全覆盖及旅游电子商务的

线上线下一体化。
① 

从旅游产品层次上看，小、精、特旅游发展模式所对应的旅游产品一般归属于较高的层次类型，而较高层次的旅游产品类

型通常需要有较为完善的旅游服务设施作为配套二因此，小、精、特旅游发展模式的有效实施必然依赖于较为完善的旅游基础

设施。贵州不断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使小、精、特山地旅游发展成为可能。 

2．产品和业态不断丰富为小、精、特旅游发展提供支撑。从产品供给结构方面看，通过旅游产品结构调整，贵州以风景名

胜区、文物保护场所的观光旅游产品为主的情况有较大改变，产品呈现多元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了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的基

本层次、以娱乐休闲为主的提高层次和以度假养生为主的专门层次相结合的多元化产品体系。“十二五”末，在黔游客消费构成

中，休闲度假产品占 48.7%，观光旅游占 33.1%，乡村旅游占 36.5%，生态旅游占 19.8%，文化体验旅游占 11.5%，红色旅游占

8.2%，康体养生旅游占 4.2%。
②4
着眼于旅游业的发展，立足市场需求，贵州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积极开发出一系列的

旅游产品类型，如城郊休闲类型、民俗陶冶类型、乡村体验类型、避暑度假类型等，打造一批知名旅游品牌，如赤水丹霞、黄

果树、百里杜鹃、梵净山、西江、天龙屯堡等，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旅游商品，如名酒系列、名茶系列等。适合贵州山地旅游资

源特点和市场需求的避暑度假、康体养生、养老养心等新兴旅游业态不断涌现，各类旅游综合体、旅游小镇建设逐步完善，旅

游产业聚集区逐步形成，为小、精、特山地旅游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3．旅游影响力不断提升为小、精、特旅游发展提供空间。贵州通过打造“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品牌，借助国际山地

                                                                                                                                                                                                       
 
 
4
①资料来源：贵州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贵州省“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2017。 

②资料来源：贵州省旅游局：《贵州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报告》，2016。因数据统计有交叉重叠，故合计一数超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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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大会、旅游发展大会以及一系列全国性文化旅游、体育赛事等重大节会，举办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中国（贵州）国际

酒类博览会、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等重大活动，吸引了大量旅游者前来观光旅游。贵州建立了省领导出访推介的新机制，先后

组团到欧洲、美洲、澳洲、亚洲等国家和地区开展旅游促销活动。《纽约时报》将贵州评为世界最值得去的 52个胜地之一，《相

约未知地带―贵州篇》在法国播出后引起轰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盛赞“贵州是中国被价值低估的绝美圣地”。此外，贵

州在法国、韩国、台湾等地分别设立了贵州旅游营销中心，正加快组建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加强与《纽约时报》、法国电视台等

境外媒体的合作。贵州旅游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为小、精、特山地旅游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旅游经营主体小散弱是小、精、特旅游发展的现实 

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贵州省旅游经营主体依然存在偏小、偏散、偏弱的特点，尚缺乏进行大规模扩张和旅游开发的实力。

以旅行社、饭店和景区等旅游三大支柱行业为例：(1）饭店。2015 贵州上报纳人全国星级饭店统计的共 298 家，其中：一星级

饭店 14家、二星级饭店 89家、三星级饭店 130家、四星级饭店 59家、五星级饭店 6家。星级饭店总数仅排在周边省市重庆之

前，但高星级饭店（四星级、五星级）数量远远落后于周边省市（详见表 1）。对星级饭店经济指标分析发现，贵州星级饭店经

济表现在周边省市排位靠后（详见表 2）。（2）旅行社。在 2015年旅行社组接指标和经济指标全国排序中，贵州境内旅行社排位

均处于国内较低水平，同时落后于周边省市（详见表 3、表 4）。在国家公布的 2012-2014 年百强旅行社中，贵州境内旅行社无

一入围。（3）旅游景区。截至 2014 年底，贵州 A 级景区总量为 118 家，占全国总量的 1.6%，大大低于周边地区，仅为湖南的

50.9%、广西的 52.7%、重庆的 67.4%、四 J日的 39.5%、云南的 71.5%。2014年底，贵州高等级景区 54家，分别比湖南、广西、

重庆、四川、云南少 30 家、61 家、14 家、88 家、11 家。
①5
截至 2016 年底，贵州 SA 级旅游景区仅有 4 家，而此时，周边省市

SA 级旅游景区四川省有 10 家、湖南有 8 家、云南有 8 家、重庆有 7 家、广西有 4 家。贵州以 SA 级景区和上规模的度假区为核

心的旅游目的地很少，并且包括 SA级旅游景区黄果树、安顺龙宫、荔波漳江等旅游目的地，在空间和产品规模上均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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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料来源：贵州省旅游局：《贵州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报告》，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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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贵州旅游经营主体小散化、实力有限，难以承担大规模旅游开发和实现大规模扩张。再加之旅游开发成本较高
①6
、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贵州难以通过开发大规模旅游景区（景点）的方式实现全域旅游发展和旅游业转型升级。贵州

旅游经营主体小散弱的现实特征与小、精、特的旅游发展方式更为适合。 

五、旅游需求个性化是贵州立足小、精、特山地旅游的导向 

旅游业是典型的需求导向型产业，旅游需求是旅游目的地发展的风向标。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收人水平的提高，

旅游者需求一也朝着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个性化的旅游需求将催生新型旅游业态的不断涌现，内容上从传统的观光旅游向自助

游、自驾游、体验游、休闲度假游、康体疗养游的转变已是大势所趋。就目前而言，单一的传统观光旅游已经不能满足需求，

人们更趋向于体验型、文化型、休闲型、度假型高端旅游产品，休闲度假、康体养生、娱乐休闲等综合产品更受青睐。特色化、

精品化、差异化旅游产品成为旅游市场需求的主流，避暑度假、康体养生、养老养心等高层次、精品化旅游产品市场需求日益

增大。调查显示，2014年和 2015年入黔游客七成以上是以生态休闲、文化体验、康体度假及避暑为出游动机。但贵州省旅游产

业经济基本属于观光经济，观光旅游依然是全省主体旅游产品，门票经济现象明显，SA级景区门票收人占到景区总收入的近 50%

（见表 5),2015年入黔游客停留时间仅 1.51天、居全国倒数。从旅游产品供给来看，观光旅游的基本面与多元化市场需求不对

应。同时，观光类旅游产品的整体数量、规模、质量及品牌的市场号召力，均与贵州省丰富的观光资源存在较大差距。截至 2014

年底，贵州休闲度假类景区为 21家，仅比云南多出 2家，但比湖南、广西、重庆、四川分别少 12家、25家、21家、17家，仅

为休闲度假类景区数量前三位山东的 15.9%、黑龙江的 19.4%、内蒙古的 26.3%。可见，贵州新兴旅游业态还处于起步阶段，数

量、结构、品质与新时期旅游多元化市场需求不对应，急需推出高层次的特色产品和精品产品以优化旅游产品结构。发展小、

精、特山地旅游有利于贵州打造一批高品位旅游景区，推动在全省范围内形成大旅游格局，满足入黔旅游者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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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贵州“地无三尺平”的地貌特征，多山、多河谷、多溶洞、自然环境恶劣，使得贵州旅游开发建设成本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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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结 

贵州省委、省政府根据贵州的比较优势，以山地旅游作为贵州现代旅游业的突破口，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当前，亟须明

确的是贵州山地旅游的发展模式。贵州山地旅游发展模式是由贵州山地旅游资源特质、贵州旅游业发展现状以及旅游市场需求

共同决定的。山地自然旅游资源“小、精、特”特征明显、山地文化旅游资源文化千岛现象以及山地旅游资源脆弱性特征是贵

州立足小、精、特山地旅游发展的资源基础。旅游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旅游产品和业态不断丰富、旅游影响力不断提升、旅游

经营主体小散弱是贵州立足小、精、特山地旅游发展模式的现实。旅游个性化需求是贵州立足小、精、特山地旅游发展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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