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牂牁湖景区客源市场调查及开发对策
*1

姚世美 秦趣 李景花

（六盘水师范学院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贵州 六盘水 553004）

【摘 要】:牂牁湖景区位于贵州省境内，是我国著名的风景区之一，在引领贵州省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然而牂牁湖景区的旅游市场开发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达到最佳的状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牂牁湖景区的市

场进行研究，从出游时间、客源地等不同的层面来分析牂牁湖景区客源市场的实际现状，找到牂牁湖景区客源市场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希望能够促进牂牁湖景区客源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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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客源市场结构能够表现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可以给当地的旅游业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导依据，为景区的发展制

定更符合市场发展的营销策略，吸引更多的游客游玩。景区的发展离不开客源的支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

水平在不断提高，使得人们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在不断的加大，进而促进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全国乃至世界都认识到了旅游

业能够带来巨大的收入，这也增加了旅游行业的竞争，景区要想持续的发展离不开客源的支持。牂牁湖景区位于贵州省六盘水

市，是贵州省主要的旅游景区之一，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极大地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景区内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了来自世界

各地的游客。不过由于各个地区都在不断地改善，使得牂牁湖景区的客源有了巨大的波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牂牁湖景区

的发展。景区在管理过程中管理方式比较雷同、特色产品开发不足等问题导致了景区的客源在不断地减少，严重制约着景区的

发展。在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必须要对牂牁湖景区的客源进行科学的分析，找到景区市场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为

精确地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导。

1 研究区概况

牂牁湖风景名胜区位于贵州省西部，距六枝城区 67km，总面积 57.6km2。牂牁湖风景区海拔 600 ～ 2127m，地理位置为 105°

08′ E ～ 105° 43′、25° 59′～ 26° 33′ N。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温和气候，自然风光丰富多彩，民族风情古朴浓郁，

人文景观历史悠久，是观光、考古、度假、考察民族风情的理想场所。六枝牂牁湖风景区以夜郎名胜、郎岱古镇等古夜郎文化

和牂牁湖峡谷风光为主，浓郁的木城布依风情，加上亚热带蔗林风光异国情调，使牂牁景区充满了神秘诱人的色彩，是六枝特

区海拔最高和海拔最低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风景名胜区。此外，牂牁湖还借助贵州省大力发展旅游的机遇，不断开发新的旅游

产品和旅游线路，复现夜郎、古国探秘、民族风情、主题娱乐、科考探险、极限运动等旅游项目。

1 收稿日期:2018-01-09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创新群体重大研究项目（黔教合 KY 字[2016]056 号）；贵州省科技计划项目（黔科合基础[2017]1506）；

贵州省本科高校旅游学课程群一流课程建设项目；六盘水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LPSSYZDXK201701）；六盘水师范学院科

技创新团队项目（LPSSYKJTD 2016 04）；六盘水师范学院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LPSSYjg201701）。

作者简介: 姚世美（1993—），女 ，贵州独山人，六盘水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专业 2013 级本科生。

通讯作者:秦趣（1978—），男，贵州毕节人，教授，研究方向：城市规划、旅游规划及人居环境。



2

2 牂牁湖景区客源现状研究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500 份，收回问卷 452 份，有效问卷 450 份，对问卷进行分类统计，得到相关信息。

2.1 游客出游时间分析

从出游时间来看，来牂牁湖景区游玩的时间选择在节假日的有 290 人，占到了 64.5%，选择在周六日出来游玩的有 120 人，

占到了 26.5%，选择在工作日出来游玩的有 40 人，占到了 9%。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景区有一定的市场，在节假日如此激烈的

竞争环境当中，景区还有很大的客源，而选择在周六日的人数也有很大一部分比例，不过还远远不够，这部分人群主要是景区

周边的游客，很多游客都已经到景区游玩过，基本上很少有重复游玩的，这说明，游客来景区之后觉得没有更大的吸引力，景

区应该加大项目的开发建设，让更多的人来这里重复游玩，并且定期举办一些活动来吸引周边人群，让大家都参与到活动当中，

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游客的人数。

2.2 客源地分析

从调查问卷的结果能够看出，来景区游玩的游客有 380 人是来自六盘水市内，占到了 76%，来自贵州省（除了六盘水外）

的游客有 70 人占到了 14%，省外游客有 50 人，占总数的 10%。从这个结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景区游玩的游客大多数还

是市内游客，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景区在六盘水市内非常出名，景区也非常适合家庭游玩，每到周六日或者节假日都会有

市内的游客来这里休闲度假。相比较来说，市外的游客就相对较少，并且有相当大一部分比例是来自贵州省（除了六盘水市），

来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游客基本没有。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景区的宣传还不到位，很多省份的游客还没有听过牂牁湖

景区，以至于没有更多的游客来这里游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景区的交通不是很发达，来这里游玩的基本上都是自驾

游或者顺路游玩的游客，这里还没有开通航线，而我国的假期时间都相对较短，离景区很远的省份，来这里非常不方便，导致

他们不愿意将更多的时间浪费在坐火车上，所以达不到吸引更多游客的目的。

2.3 游客旅游信息来源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来景区游玩的游客了解景区的方式有亲友的介绍，这部分人群有 90 人，占到了 20%，还有通过网络媒体了

解景区的，这部分人群有 280 人，占到了 68%，还有 80人是通过旅行团了解的，占比 18%，这部分人群的旅行方式也是跟团游。

从这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出，游客了解景区的最主要方式就是网络媒体，不过鉴于游客的整体数量不多，这说明景区的网络宣传

还很不到位，还没有达到广泛的宣传，当地政府或者景区应该加大宣传的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景区，吸引更多的用户。有 20%

的人群是了解景区是通过亲友介绍，这部分人群主要是当地周边的游客，他们基本上都是一次游，主要是景区能够有外的景点

太少，没有持续吸引游客的条件。还有 18% 的游客是跟团游玩的，这部分人群的比例非常小，这主要和景区的宣传不到位有关，

景区还没有和各大旅行社进行有效的连接，以至于很多旅行社没有将牂牁湖景区当作主打项目之一，这也是造成景区客源较少

的主要原因之一。

2.4 游客出游方式分析

根据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来牂牁湖景区有游玩的游客有 290 人选择自驾游，占比达到 64%，乘坐飞机游玩的人群有 55 人，

占 13%，乘坐火车游玩的游客有 105 人，占比达到 23%。从这个层面上可以看出，来景区游玩的主要出行方式是自驾游，这部分

人群大多数是景区周边的人群，由于我国非常注重家庭、朋友观念，往往会三五结群选择自驾游。乘坐火车或者飞机的人数就

相对较少，造成这个现状的原因是由于，景区周边还没有广泛的开设航班专线，仅有几条航线，全国各大地区到景区还没有直

达航线，而距离较远的游客来这里坐火车会浪费更多的时间，所以这两部分人群的游客数量非常少。景区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

应该和当地政府合作，将景区的利润拿出一部分来修建交通，虽然这在短时间内是一项花销，但是从景区的整体发展上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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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景区非常有利的一项政策。

2.5 游客消费水平分析

游客来景区游玩的花费在 500 元以内的有 60 人， 占 13%，花费在 500 ～ 2000 元的人数有 300 人，占到了 67%，花费在

2000 元以上的有 90 人，占到了 20%。来景区游玩的游客花费大多数是在 500 ～ 2000 元之间，花费高额的在景区中比例相对

较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大多数游客属于中等消费人群，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由于景区没有高端的项目，不足以让更

多的人将更多的钱花费到景区当中。所以，在景区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针对不同的用户群来大力发展传统项目，形成景区

特色，在价格上走亲民路线，并且开设高端特色产品，让有经济实力的人原意将钱花费到景区当中，同时也能够带动景区其它

行业的发展。

2.6 游客旅游停留时间分析

根据问卷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来景区游玩的游客在这里游玩的时间选择一日游的有 100 人，占到了 22%，选择两日的有 290

人，占到了 65%，选择三日的有 60 人，占到了 13%。从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里游玩的游客大多数不会停留太多的时

间，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游客旅行的假期时间都相对较短，都希望在固定的时间内能够去不

同的地区游玩，另一方面是景区没有太多的特色吸引游客停留更多的时间。游客的时间是景区不能够控制的，所以景区应该从

增加旅游项目的角度来吸引游客，让游客能够在这里停留更多的时间，这也会带动景区的收益增加。

3 牂牁湖景区客源市场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接待能力不足

牂牁湖景区位于贵州省境内，属于岩溶湖泊，周围岖崎不平，没有足够的场地来建设基础设施，比如酒店宾馆、餐饮以及

一些娱乐场所。牂牁湖景区目前的管理也很混乱，景区的游客相对较少，相关工作人员不能进行高质量的管理。景区在节假日

的时候游客虽然和其它著名景点还有一定的差距，不过人数也得到了很大的增长，景区的管理工作更显得非常的局促，景区的

管理非常的混乱，让游客体验不到出来游玩散心的效果，反而心情会显得非常的焦躁。景点的项目非常少，使得当景区的人数

非常多的时候就会导致一个景点游玩的人群非常多，导致游玩的效率非常的低，游客基本上都处于等待的时间，难以满足游客

游玩的需要。

3.2 周边没有相扶持的资源或产业

牂牁湖景区有一个较大特点：空，人们能一眼就看到整个湖泊的美景。这种游览方式，让游客在短时间内享受湖泊，然后

离开，很难留住游客。在此期间，区域条件差的分水岭地区，没有资源或产业支持，使湖泊旅游生命周期从发展阶段到最终停

滞与巩固阶段。在此期间，如果湖泊旅游继续远离城镇而单独发展，则必定会出现旅游产品单一，淡旺季游客人数明显有着较

大的差别，那么必定出现继续停滞，进入衰落阶段。

3.3 宣传促销力度不大

目前，景区的建设还处于发展阶段，通过上述的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游客基本上都是通过网络媒体来了解景区的。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但是景区的人数非常少，这充分说明景区的宣传还不到位。和我国其它著名景区相比，牂牁湖景区的宣传

力度明显不足，游客基本上都是来自省内，景区还没有将自身的特点完全地释放出去。景区和我国的主要旅行社还没有广泛地

开展合作，使得旅行社还没有将景区当作主要产品推出。宣传力度的不足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客源的数量。牂牁湖景区在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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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方式上也显得非常不到位，仅通过自身的网页来进行宣传，还没有将景区在各大网站上进行宣传，也没有将景区在电视上、

报纸上进行广泛宣传，这也是造成景区很少人知道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当地之后都会选择当地的旅行

社出行，就牂牁湖景区周边的旅行社来看，其服务质量上还又有很大的不足。

4 牂牁湖景区旅游开发应对措施

4.1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在现有的基础上，要逐步加大对牂牁湖景区的经济投入，按照“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和“谁投资谁收入”的原则，整体

规划、包装，高水平地投资。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实现资本和资源的有机结合。鼓励和吸引国内外企业

进行投资建设，也鼓励私人资本进入旅游业，增加旅游基础设施，加大重点景区开发力度，不断拓展和丰富旅游市场。不断创

新投资方式，旅游方式，促进外部宣传结合，形成有机整体。重点建设景区道路、停车场、卫生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加强旅游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从而让景区条件改善，使其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得到提高。

4.2 依托周边产业组合发展

旅游产品若单一发展，不可能长久维持，只有依托城镇周边产业形成一套拥有内容丰富、广泛覆盖的旅游组合产品，才能

使湖泊旅游得以持续发展。城镇的发展决定了当地旅游的环境基础，可以让居民和游客都共同地享有其设施。在复杂的湖泊旅

游中创造一套拥有观光、度假、体闲、运动、疗养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产品，不仅要注意“湖”，而应从周围各方面来综合考虑

（如滨湖城镇和村镇、周边山岳景区以及城镇和湖泊周边的农田景观区）。

4.3 突出主题，加大宣传营销力度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旅游行业带来的利润在不断地加大，牂牁湖景区也加大了宣传，

并且逐渐地利用网络技术来对景区宣传，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果。牂牁湖景区要相提高客源的数量必须根据景区的特点来加大

宣传的力度。首先，要充分利用媒体的力量，在电视、报纸、网络上加大宣传力度，在宣传的过程中不要单单地突出景点的项

目，要宣传和景点有关的文化内涵，扣准主体，让游客在第一时间就可以记住景区。其次，在宣传的时候要对景点进行包装，

和贵州省内的其它景点进行合作，将贵州省的景点进行整合，让外省市的游客来到贵州旅游的时候，将包装内的景点进行全部

的游玩，套餐内的景点给予一定的优惠，这不仅能够提高景区的知名度，同时也会给景区带来更多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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