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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推动山地旅游发展的启示 

李如海 

（中共六盘水市委党校） 

2014 年以来，六盘水市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初步走出了一条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简称“三变”改

革）为主要路径的山区农村改革发展新路子。 

“三变”改革作为一项重大的实践创新、机制创新，发源于基层，根植于实践，受到中央和省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引起

了国家有关部委的关注。同时，六盘水市将“三变”改革的经验深入推广到山地旅游发展之中，积极探索区域内旅游资源的产

权改革，盘活景区土地、资源、自然风光、劳动力等要素，通过创新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深化景区经营体制改革、推进旅游投

融资体制改革，走出了一条山地旅游发展的新模式。 

六盘水市的“三变＋大旅游”模式，对发挥贵州山地资源享赋，立足“公园省”资源优势，发展全域旅游，实现全景式打

造、全产业发展、全社会参与、全方位服务、全区域管理，实现旅游的井喷式增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六盘水市将“三变”改革的模式引入景区建设，通过盘活农村资源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整合景区各种资源要素，创新经

营管理模式，激活了景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了景区建设与农民增收致富、脱贫攻坚的良性互动，创造了农村“三变”改革

与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 

六盘水市“三变”＋旅游的核心就是盘活潜在的旅游资源，整合旅游各要素，通过各类旅游经营主体搭建平台，建立旅游

经营主体、景区管委会、辖区政府、社区居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了旅游经营模式，对盘活旅游资源的潜在价值、调动景区

周边民众具有重要的作用，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通过走“三变”＋大旅游的路径，推动旅游资源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三权”分离改革，不仅实现了旅游景区的无中

生有，并且对景区周边的农户、贫困户实现了较大程度覆盖，把旅游发展与区域扶贫攻坚结合在一起，同时走出了一条旅游扶

贫的道路，对贵州山地旅游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 

在推进“三变”改革的过程中，六盘水市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创新“三变”路径，“三变”改革在实践中创新和完善，形成

了“三变”＋特色农业旅游、“三变”＋特色山地旅游、“三变”＋特色旅游村镇、“三变”＋特色文化等逐步规范拓展定型“三

变＋N ”的山地旅游发展模式。纵观“三变”＋大旅游的发展特点，对贵州山地旅游的发展呈现出四个启示意义。 

第一，“三变”改革，创新了旅游经营体制。“三变”＋大旅游的发展模式，其本质实现了旅游景区的股份制改革。旅游景

区采取市场化的经营方式，推行企业化管理。 

旅游景区股份制改造简单地说就是三权分离，即旅游资源的所有权归国家，管理权归国家委托的政府主管部门，经营权归

股份制企业。在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的基础上，着力构建产权关系明晰、责任主体到位、市场对接充分的经

营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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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旅游资源开发为基础，在保持景区国有产权不变和环境

保护的前提下，使景区从传统的事业型经营方式向企业型经营方式转变，将原来非市场化经营的实体，置于市场环境中，实施

商业化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市场主体。 

旅游景区通过注入“三变”改革的模式，盘活了旅游景区的经营权，激发了许多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的发展潜力。通过对

旅游景区进行股份制改革、市场化运作，大大提高了旅游景区的经营效率： 

一方面，对于旅游企业而言，股份制改革增加旅游企业自身的“造血”实力，对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另一方面，旅游景区的市场化运作对促进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 

第二，从旅游经营模式来看，“三变”与旅游的融合，是拓展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机制的体现。每一个旅游景区的发展，只有

赢得当地百姓的认可、参与，才有持续稳定发展的生命力。 

旅游景区的经营与发展，特别是风景名胜区与文化遗产景区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和长远发展，都需要当地居民的积极参

与，需要为当地居民的发展服务，而拥有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景区开发建设，对股份制经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对旅游景区的可持

续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实现股份制企业经营的旅游景区应当确保一定当地居民的参股比重，居民通过参股，进入股份制企业，参与景区经

营管理的决策与监督。 

六盘水市“三变”＋山地旅游的模式，便是借鉴了瑞士旅游的发展经验：实行政府扶持、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的机制。

瑞士旅游景区景点的开发，都必须经过地方政府和百姓的同意后才能实施，并在当地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注重惠及普通民众，

解决他们的就业等需求，使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获得他们的支持，保障旅游业的稳定发展。 

因此，贵州在山地旅游发展中，应该增加旅游业发展给当地居民受益的比重，更多地惠及民生，加强旅游利益的相关性。 

第三，对精准扶贫而言，“三变”与旅游的融合，是推动贫困群众增收、脱贫致富重要渠道。 

通过建立旅游企业与景区周边贫困农户利益联结关系，搭建贫困群众资源、资产入股旅游景区，贫困群众就业的平台，贫

困群众通过旅游实现资产性收入和劳动就业收入，最终实现脱贫致富。 

同时还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当地农村基础设施、农民生活环境的改善，提升贫困人口的素质，改变贫困的整体面貌。当

然，为深化贫困群众参与“三变”+旅游模式的体制机制，现阶段仍需要政府统筹主导，由景区管委会、旅游企业（公司）、村

集体统一协调贫困群众的利益，在股份分红、劳务收入、旅游参与等方面优先保障其利益。 

第四，对文化传承而言，“三变”与旅游的融合，是对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动力源泉。 

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离不开各类资金的支持和各类传承人努力。但是缺乏良好的传承机制，或是民族文化

的市场活力不足，如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传承不能与市场对接，总有一天，将失去其生活的土壤而逐渐消失。 

若探索股份合作的经营方式，将民族民间手工技艺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公司负责开拓产品市场与销售，

合作社负责对农户制作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的生产管理，让民族民间文化产生经济效益，这样，传承与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将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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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化区域内民众自觉的行为。 

贵州要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山地旅游目的地，各级政府、各类旅游经营主体、旅游社区群体需吸取“三变”改

革的有效模式，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地开展“三变”＋山地旅游的实际工作，以创新旅游经营体制改革、扩大社区旅游参与度、

完善各类群体旅游市场链接机制，以实现贵州山地旅游的井喷式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