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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金县旅游业发展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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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锐

（浙江海洋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摘 要】：小金县，位于我国四川省阿坝州，地处青藏高原东缘，自然风景壮阔，民族风情多样，是四川省旅

游业发展的重点地区之一，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旅游业蓬勃发展。介绍了小金县旅游资源概况，分析了小金县旅

游业发展的优势以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小金县旅游业发展的对策，对促进小金县旅游业的发展有着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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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金县旅游资源概况

1.1 小金县的地理概况

小金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青藏高原东缘，阿坝自治州南端。东临汶川县，南连雅安市，西临甘孜州，北接马尔康。县

城美兴镇距州府马尔康 143km，距省会成都 286km。小金地形狭长，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境内高山众多，山脉的高度大多为 4500m，

东部四姑娘山为境内最高峰高达 6250m。小金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寒夏凉，降水量小，气温变化剧烈。

1.2 小金县旅游业资源概况

阿坝州小金县是藏、羌、回、汉等民族杂居区，其中嘉绒藏族是小金的主体民族，民族风情独特而多样。小金的自然景观

丰富，旅游景观别具一格。境内有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被海内外游人敬奉为“东方圣山”

的国家风景名胜区四姑娘山、夹金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美兴镇风景区、巴郎山抚边风景区等景点。“九寨水美，小金山奇”，

四姑娘山景区自然风景优美，奇峰峻岭高耸入云。天与地、山与水的完美结合形成主要景致，在瀑布、峡谷、冰川和极地山景

的映衬下，显得奇特、秀美、幽静，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探险价值。此外还有观音阁、清真寺、锅庄坪、日隆喇嘛寺、朝山

会会址、革命烈士纪念塔灯文物古迹等人文旅游景点。

小金的旅游业随着国家大力推进第三产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而迅速壮大起来，并伴随着西部大开发

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快速发展。小金县充分利用世界自然遗产——四姑娘山的品牌效应，加大力度开发红色文化、生态旅

游和民俗文化，利用当地的自然景观和民俗风情大力开发旅游产品，加快旅游景点的建设，使小金的旅游产业慢慢走上了开放、

综合、效益的道路。近年来，小金县旅游开发逐步加快，在 5.12 地震给全县旅游业带来冲击的情况下，抓住了灾后重建的机遇，

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现今小金城乡道路基本通畅，通讯设施可达到全面覆盖。小金县的旅游接待能力为 5175 人/天，其中宾

旅饭店的接待量为 3388 人/天，接待能力有了快速增长，实现旅游收人 6.73 亿元，与上一年相比增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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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金县旅游业发展的优势

2.1 独特的自然景观

在小金县的众多旅游资源中，最著名的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地质公园四姑娘山，四姑娘山作为

高原山地自然风光的代表，一天游四季，一年四季游，其组合性好，不同的山水景观、动植物景观和气象气候景观的有机结合

形成的风景区在国内外已有了较高的知名度，还是中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十大登山名山之一。夹金山以其独特的山水景观、地

质、地貌、水文、植被、动物、气象气候等自然景观，长征过程中留下的会议遗址、当地的民俗风情、神话传说等人文景观，

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形成丰富多彩又别具特色的人文山水，具有极大的旅游观光价值。

2.2 别具一格的民族风情

与众不同的民俗风情开发成旅游资源投入小而收益却极高，小金是藏、羌、回、汉等民族聚居的地区。其中，作为小金主

体民族的嘉绒藏族及以其文化为代表的民俗旅游景观也是小金特有的，嘉绒藏族是唐朝吐蕃东进，驻军大渡河、岷江一带，据

险而收，军队与当地嘉良、女东、附国等土著部落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其民俗文化从建筑、服饰、饮食、歌舞、宗教、工艺制

品等均体现出浓郁的本土文化特色。小金的锅庄晚会、烤羊晚会以及本地区的少数民族特有的许多传统节庆如藏历年、庙会、

羌历年、朝山会、赞拉文化节等，构成了一方独特的风土人情，这些都可开发成小金专属的旅游产品，带动小金旅游业的发展。

2.3 具备广阔的客源市场

旅游越来越受当代人的亲睐，小金作为西部地区比较出名的旅游胜地，旅游资源质量好、价值高、开发晚，受人类活动影

响小，小金相对于九寨沟，若尔盖等较远的风景区，距离最大的客源地成都最近，在较短的节假日，大部分游客都会选择距离

适宜、风景优美的小金作为旅游目的地。因此，小金旅游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具备广阔的客源市场。

3、小金县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区位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

小金位于川西北高原山区，地理位置过于偏远。距省会成都 280km，公路是目前唯一的交通方式，与主要的客源地成都距离

较远，且交通不便，昂贵的车费和旅途中浪费大量的时间是制约当地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小金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资金严重缺乏，导致资源开发水平不高，形式单一，出现盲目开发，重复建设的问题。此外，小金县基础设施如通信、住宅、

景区间的交通等普遍落后，相应的配套设施安保、救助、酒店等不完善，严重削弱了当地的旅游接待能力。并且小金县缺乏适

合游客娱乐和购物的场所，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旅客消费需求。

3.2 宣传促销力度不够

小金县对当地旅游业的宣传力度不够到位。首先，旅游宣传方式单一，专业水准差，宣传方式主要集中在旅游宣传印刷品

上，其他的比如电视电影，媒体广告等宣传方式很少见。对旅游产品的宣传缺乏针对性，静态景观多、动态景观少、风景较多、

人情较少。其次，旅游宣传缺乏稳定的文化整体形象定位和文化内涵，难以形成长久的影响力。

3.3 缺乏旅游专业人才

小金位于我国西部偏远山区，崇山峻岭之中少数民族聚居，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落后状态，人们的思想观念等相对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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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旅游机构大多由本地居民组织，导游也多为本地人，缺乏基本的导游素养。旅游机构大多没有经过专业学习，缺乏

专业素质的景区管理人员和专业的高级管理人才，使得小金旅游服务发展滞后。

4、小金县旅游业发展的对策

4.1 进一步开发地方特色旅游商品

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小金，有着许多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民族手工艺品，它们可制成各种各样的纪念品，

成为独具特色的旅游商品。同时，作为青藏高原边缘的山区，小金还有许多如虫草、贝母、党参/天麻、当归、羌活等珍贵的药

材；野生菌类、蕨菜、沙棘等天然绿色食品；市场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小金松茸、小金贝母、小金沙棘、藏香猪肉制品等，可吸

引游客的购买。这些手工艺品和珍贵特产“物美”“价廉”，可作为旅游产品在景区商业街出售，也可在县城较为繁华的地带

建立特色商品专卖市场，专门向游客出售当地特色产品。在促进当地旅游业增收的同时也可以给旅游者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回忆

4.2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路线通畅是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的保证。小金要发展旅游业就必须要修建能够从省会成都直达小金的快捷、安全的公

路系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投入资金，修建机场。此外，各景区之间也应有完善的交通系统，以便游客可以方便、

快捷的游览各个景区。例如：可以选择性的在景区设置小型观光车、架空索道、观光电梯等辅助载客设施。

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还包括饮食和住宿。为了方便游客用餐，餐馆的分布既要分散布局，又要形成规模；小

金隶属四川，景区餐馆主要以川菜为主，外加一些辅助菜系，以兼顾游客多样化的需求；还可以推出地方特色菜系，如藏区特

有的酥油茶、青稞酒等；最后，想要将小金县打造成为具有兼容性的旅游地，必须要有不同档次的餐饮场所，以满足不同消费

者的多样化需求。住宿方面，首先要完善小金县的住宿设施，为了增加游客容量，可适当的增加一些宾馆，根据各个景区的情

况，修建不同档次风格与当地风景相呼应的宾馆。

4.3 强化旅游宣传

小金县要加强薄弱环节的旅游宣传。做好旅游形象宣传和产品宣传，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抓好新闻宣传，主要

是利用各种媒体渠道，不仅要有报、有网、有台，还应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有统筹的机构、专业的队伍、协调的工作、保障的

服务。二是抓好旅游专业成果的宣传，在旅游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大多数非业内人士并不了解这些期刊，只有推动这

些期刊通俗化、大众化，转换为大众能理解的语言，才能广泛传播。

此外，还要统筹运用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不同媒体有其各自的优势，需要统筹协调处理。小金应当重视新媒体作用的发

挥，在经费支持、稿源供给等方面给予支持，要正确认识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优势，发挥好各个媒体的作用。在媒体传播进

入多元化、立体化的新时代，需要努力拓展宣传载体，不断地解放思想，争取做到全覆盖、立体化、网格化。小金县需要做的

是：积极探索开展一系列采风宣传报道，要发挥好旅游节会的宣传作用，并且选好宣传节点和宣传对象，最重要的是，抓好面

向游客的旅游宣传。

4.4 增加旅游业的投资和融资

在投资方面。首先，小金县旅游管理部门要对小金县的旅游投资进行角色定位，旅游管理在投资领域有着独特的作用，在

当前政府投资体制的大环境下，旅游管理部门的投资政策应该有以下的转变：要从行政性管理向为全行业服务转变；要从行政

措施向市场措施转变；要从直接安排资金向间接宏观引导资金转变；其次，小金县应该制定有利于本县旅游业资金筹集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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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政策，对旅游业来说，产业发展基金是一条重要的资金渠道，因此，小金政府可出台一系列的弹性政策，以吸引一些连锁机

构或集团来投资。

在融资方面。小金政府应出台相应融资政策，让各种资金都能参与到本县的旅游业基础建设中，小金的个体私营资产、民

营经济等都具有一定的资金，而且具备一定的投资欲望，因此小金县可以通过引导投资和项目建设等办法，把这部分资金融入

到小金的旅游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去，丰富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是融资的主要途径，旅游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小金

有必要在融资方面多下功夫。

4.5 加快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

旅游业的发展要考虑到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时倶进，顺应时代的发展，因此，小金县旅游应大胆引进入才、引进教材、引

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培养旅游方面的管理人才。在当代，变得比从前更加重要的是旅游研究和旅游教育，因为游客的消费理念

和消费习惯正在发生改变，并对旅游服务和旅游条件提出了新的要求。当下旅游业需要的是更好的服务质量、更高的安全度、

更多的选择、更高的满意度，而这种需求只能通过引进或培养更多的人才才能得以满足。因此，小金县的旅游业想要更好的发

展，就必须要顺应时代的潮流，培养或引进更多的专业旅游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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