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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资源开发视角的贵州省旅游 

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于漪 李桥兴
1
 

(贵州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旅游资源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基于旅游资源开发视角并采用文献调研、数据统

计与资料分析等研究方法，归纳贵州省旅游资源的总体特征并阐述旅游产业发展的演变过程;在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以及贵州省“三大战略”和“两条底线”提出的背景下，建议贵州省应实施“文化、生态、扶贫、交通、大数

据+旅游”的产业发展路径;在充分利用和保护喀斯特自然景观与多民族地域文化等核心资源基础上促进贵州省的旅

游产业发展，实现贵州多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并为我国其他地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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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旅游产业已然成为世界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支柱性产业之一。据资料统计，2018年，我国旅游业的

国民经济综合贡献度达到了10．8%。①同时，国内外对旅游及旅游产业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丰富的成果。有学者认为，旅游资源是

旅游发展的前提，是旅游产业的基础;《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2003年)》提到，旅游资源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能对旅游者产生

吸引力、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的现象和因素。西方国家普遍将旅游资源称为旅

游吸引物，包括旅游地的旅游资源以及接待设施和优良的服务因素，甚至还包括舒适快捷的交通条件等。［1］因此，旅游资源的

丰富程度以及旅游资源的吸引力成为国家或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中国作为世界上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其资源种类繁多，类型多样，区域特征鲜明。贵州省地处我国南方喀斯特核

心区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具备了丰富的喀斯特自然景观和多样的民族习俗文化。其旅游资源在较早时期便得到较好

地认识并获得开发，有效地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在1983年，贵州省首次将国内旅游纳入统计范畴但收入仅为0．07亿元②2，

2005年贵州省的国内旅游收入开始达到242．83亿元，占全国比例上升为4．5%;①2016年贵州省的国内旅游收入突破5011．94亿

                                                        
1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国南方喀斯特地区大健康产业的布局机制研究”( 71663011) ; 2018 年度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联合基金课题“基于自组织理论的贵州省大数据产业生态系统演化机理研究”( 18GZLH04) ; 2017 年度贵州省国内一流学科建

设项目“大数据科学与技术学科群”( GNYL［2017］005) 。 

作者简介: 于漪，博士，贵州大学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旅游管理、文化产业等; 李桥兴，博士后，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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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①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8 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 

②数据来源: 《贵州统计年鉴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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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约占全国比例的12．7%并全国排名第七②3。毋庸置疑，旅游业已成为贵州省重要的支柱产业。众多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

就对贵州省旅游资源的开发方向、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建构、旅游产业的优化发展等进行研究并提出诸多建议和对策，如基于历

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等角度探讨贵州旅游资源的开发方向;［2］从民族文化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比较优势等角度探讨贵州旅游业

的发展优势;［3］基于地域文化与自然生态等特色建构贵州旅游业品牌;［4］基于制度创新机制角度优化旅游产品供给;［5］基于大数

据技术角度提出智慧旅游并提升旅游服务水平等。［6］从前期研究来看，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贵州省旅游资源的开发状况进行

了深入分析，同时也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方向提出了建议和对策。然而，多数成果对贵州旅游资源认知与开发状况的研究仅仅集

中于某一领域或者某一时段，较少从资源开发的整体性和历时性等角度探析贵州旅游资源开发的特征与规律。因此，基于资源

开发视角总结归纳贵州省旅游产业的演化过程并进而探索其产业发展路径等具有较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作用。 

二、贵州省旅游资源的特征概述 

贵州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人文地理等旅游资源，其资源特征总体表现为:自然与生态景观多样性、民族文化资源多元性、

历史文化资源特殊性、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合性、气候资源宜人性等。 

1．自然与生态景观多样性。贵州地处中国西南云贵高原的东斜坡地带，属于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的核心区域。从自然资源

的多样性来看，喀斯特地貌面积达61．9%，是世界上岩溶地貌发育最为典型的地区之一。喀斯特地貌构成的溶洞群、瀑布群规

模宏大且数量居全国之首;从地质资源的多样性来看，贵州省拥有全球最壮观的浅海次深海过渡带，最完整的三叠纪深水生物遗

迹化石群，年代最早的三叠纪管壳石生物礁等六项世界三叠纪地质之最;地质、地貌和生物气候的多样性，为贵州生物资源的多

样性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条件。 

2．民族文化资源多元性。贵州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融合的重要区域。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交融过程中共同创造了灿烂

而丰富的地域文化。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6．77%，常住少数民族18个，包括苗、侗、土家、布依、彝等。相对

封闭的山地文化使得贵州各民族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得到了较完整地保留，包括了文学、歌舞、音乐、戏剧、节庆、礼

仪、手工艺的物质形式与传承方式。 

3．历史文化资源特殊性。“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贵州的历史文化既包括远古时期人类活动的考古遗址、又包括秦

汉之后多民族融合交往形成的走廊与通道文化，使贵州的历史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秦汉时期的夜郎文化、明清时期

的土司文化以及近现代的抗战文化与长征文化等，经过漫长的时间积淀，在当代成为了较为独特的历史景观旅游资源，主要包

括了古建筑、古墓葬、石刻、壁画、历史文化名城与文化线路遗产等，并且这些历史文化景观呈现出带状与线状的整体性与连

续性等特征。 

4．自然与人文资源融合性。贵州多样化的生态自然景观与民族历史文化景观相辅相成，互为依托，体现出极高的融合性。 

5．气候资源宜人性。贵州在气候带上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其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22－26摄氏度之间，湿度保持在75%左右，

并且大部分地区的常年日照时数在1200－1600小时，降水量年均1300毫米，是同纬度日照最少的地区之一。［6］目前，全省森林

面积达1．295亿亩，森林覆盖率为49%，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山地公园省”。 

显然，贵州省旅游资源虽然具有以上独特的总体特征，但是长期以来其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指标与全国旅游优势地区相比

还具有较大差距。例如，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贵州全年旅游产业总收入为251亿元，仅占全国旅游产业总收入的3．2%。①

4在我国“十一五”发展规划实施之前，贵州旅游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主要归因于当地政府对于优势旅游资源的认识不清、资源

                                                        
3
①数据来源: 《贵州统计年鉴2011》 

②数据来源: 《贵州统计年鉴2016》 

4①数据来源: 《贵州统计年鉴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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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利用的程度不足以及资源开发配套建设能力较弱。 

三、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贵州省旅游产业演变过程 

文献分析显示，贵州省对于旅游资源的认识和开发始于20世纪的40－50年代。贵州旅游资源开发较为集中的时段大致可以

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20世纪40－60年代为资源开发的起始时期，20世纪80－90年代为资源开发的成长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

今为资源开发的高峰时期。其旅游产业也根据资源开发阶段经历了以下几个演变过程: 

1．“点状”产业发展模式:旅游资源开发的萌芽期状况 

20世纪40－60年代，贵州省开发了全省第一批观光游览区。贵州早期的旅游资源开发也因此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40年代(见表1)。贵州省围绕着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优势突出的名胜古迹，修建了第一批城市公园，其

中最有代表性的公园包括花溪公园、河滨公园与黔灵山公园。花溪公园始建于1787年(清乾隆五十二年)，由举人周奎父子营造，

原为私家园林。1937年，贵阳县县长刘剑魂主持花溪公园修建，在园中修建东舍(憩园)、西舍(尚武俱乐部)，后经民国贵州省

政府批准建设为风景区，1940年落成之后命名为“中正公园”。［7］河滨公园是民国贵州省政府为了纪念贵州籍辛亥革命领导者

张石麟先生而特别建立，公园以“张石麒先生光复纪功碑”为标志性景观。［7］黔灵山在贵州历史上素有“黔南第一山”之称，

清朝康熙年间黔灵山因修建弘福寺而名声远扬。20世纪30年代，贵州省政府在黔灵山后黔灵湖边加建风雨桥，形成风景观光园

区。［8］ 

表 1 20世纪 40－50年代贵州开发的旅游资源 

观光旅游景区 旅游资源 开发时间 资源开发模式 开发地区 

花溪公园 自然景观历史人文景观 20世纪 30年代 城市公园 贵阳 

河滨公园 自然景观历史人文景观 20世纪 30年代 城市公园 贵阳 

黔灵山公园 自然景观历史人文景观 20世纪 30年代 城市公园 贵阳 

息烽温泉 地质资源 20世纪 30年代 观光风景区 息烽县 

 

第二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 20 世纪 50－60年代(见表 2)。首先，贵州省在原有景区基础上进行改建和新建，将

花溪公园、河滨公园、黔灵公园建设成为集观赏、郊游、爱国教育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城市公园。1949 年，“中正公园”更名

为“花溪公园”。1951 年，贵州省政府在“花溪公园”原址上新建纪念反法西斯胜利纪念馆“和平礼堂”(西南军干校)、放鸽

桥等景观，并正式开放为市民公园。［9］1958 年，贵阳市政府在黔灵山公园已建弘福寺、麒麟洞、风雨桥、黔灵湖等历史景观的

基础上，迁入原属河滨公园的动物园，于黔灵湖西岸建“解放贵州革命烈士纪念碑”，开放为市民公园。［9］其次，自然资源在

旅游景区中开发得到了重视。1960年，贵州省开发了第一个以自然森林资源为主的公共公园－“森林公园”，建成后被誉为“贵

阳八景之一”。［10］此外，20 世纪 50 年代，在国家建立公共服务的背景下，新建的工人疗养院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了旅游

观光中的特殊景区类型。例如，始建于 1945 年并建成于 1947 年的“息烽温泉”景区，原由民国贵州省主席杨森倡导并拨款建

设。新中国建立后的 1956 年，贵州省总工会在原息烽温泉遗址上建设工人疗养院，主要用于职工疗养。［11］1961 年被国务院列

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遵义会议会址，是贵州省入选的首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遵义会议会址建成之后，成为

全国和贵州省爱国教育学习的重要基地。［12］ 

表 2 20世纪 50－60年代贵州省改建、新建的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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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旅游景区 旅游资源 改建时间 资源开发类型 开发地区 

花溪公园 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爱国教育基地 20世纪 50年代 市民公园 贵阳市 

河滨公园 自然景观 20世纪 50年代 市民公园 贵阳市 

森林公园 自然景观 20世纪 50年代 市民公园 贵阳市 

息烽温泉 地质资源 20世纪 50年代 工人疗养院 息烽县 

遵义会议会址 历史人文景观 20世纪 60年代 红色教育基地 遵义市 

 

从以上资料分析，20世纪40－60年代的贵州省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开发类型、分布状况、开发主体和开发市场等显现出

以下特征: 

(1)从开发类型来看，主要划分为自然与人文资源融合型、地质资源型、历史遗址与新建纪念建筑融合型等三种类型。其景

区建设可划分为城市公园、公共疗养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三种类型。首先，城市公园的景区开发资源特征属于自然与人

文资源融合型，主要选取兼具历史人文古迹和自然山水风光的市郊进行开发，代表性景区包括花溪公园、黔灵山公园、河滨公

园和森林公园等。20世纪50年代以后，城市公园在自然与人文资源融合型的基础上又将其内涵扩展为具有公共观光功能的观光

建筑，例如河滨公园内建设有儿童游乐场和黔灵公园内设置动物园等，便于市民参观游览、游乐、学习。其次，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主要选取的是国家认定的与红军长征有关的历史遗迹以及国家新建的纪念性建筑，属于历史遗址与新建纪念建筑融合型，

其代表性景区包括遵义会议会址和黔灵山公园烈士陵园等。这一类型旅游资源开发与景区建设的目的在于纪念爱国志士与弘扬

爱国精神，兼具大众观光游览的风景区功能。再次，公共疗养基地如温泉等主要选取兼具温泉地质资源和自然风光的地区，属

于地质资源型，代表性景区如息烽温泉等。 

(2)从开发区域来看，花溪公园、黔灵山公园、息烽温泉和遵义会议会址等景区基本集中在以贵阳、遵义等中心城市或距离

中心城市不远的郊县。因为这一时期贵州省旅游资源的开发区域范围很小，并且景区之间缺乏关联性，也没有形成带状或者块

状的开发区，因此旅游景区开发基本呈现出中心化集中趋势或点状开发特征。 

(3)从历史背景来看，贵州省最早开发的市民公园、工会疗养院和森林公园等，与建国之初建立公共服务体系的观念密切相

关。因此，旅游资源开发和管理的主体是贵州的省级或市级政府。在旅游资源的开发时间与开发步伐上，贵州省和全国基本保

持一致。这一时期贵州获得国家认定的景区数量在全国处于较为靠后的位置，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贵州仅

有1个，而全国总数为180个，所占比例较低。①5 

(4)从旅游市场的开发特点来看，在国家国民休闲产业还处于未发展的大背景下，贵州省的旅游市场消费者主要集中于当地。

例如，市民郊游场所主要是城市公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温泉疗养基地等。但是，国家领导人和国内知名人士的到访参观，

如周恩来、陈毅、董必武、巴金等，也使得部分景区如花溪公园、黔灵山公园、遵义会址等在全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资料分析表明，20世纪40－60年代的贵州省旅游资源进行了初步开发，但其开发类型较少，主要在中心城市建成了以城市

公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温泉疗养基地等为代表的景区，且开发区域全部集中在黔中城市的郊区或郊县。景区的开发类型单

一而且其分布没有形成区域性，导致景区之间缺乏关联性，因此贵州旅游资源呈现出典型的点状开发特征。在旅游市场还没有

发育完全的状况下，政府是贵州省旅游资源早期的开发主体，并且景区的旅游行为主要是国家政要的参观访问与城市居民郊游

观光等。 

2．“线状”产业开发模式:旅游资源开发的成长期状况 

                                                        
5①数据来源: 《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国家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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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70－90 年代，贵州省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旅游资源考察与开发。在国家设立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名

录的背景下，贵州省将一批具有独特自然风貌或具有较高科学考察价值的自然资源开发为旅游观光目的地。 

表 3 20世纪 80－90年代贵州开发的国家风景名胜区 

开发景区 旅游资源 开发时间 资源类型开发模式 开发地区 

黄果树风景区 自然景观水利景观 20世纪 70年代 国家风景名胜区 安顺市 

红枫湖风景区 自然景观水利景观 20世纪 80年代 国家风景名胜区 贵阳清镇县 

织金洞风景区 地质景观 20世纪 80年代 国家风景名胜区 毕节织金县 

龙宫风景区 地质景观 20世纪 80年代 国家风景名胜区 安顺市 

撫阳河风景区 水利景观 20世纪 80年代 国家风景名胜区 黔东南州施秉县 

荔波樟江风景名胜区 地质景观 20世纪 80年代 国家风景名胜区 黔南荔波县 

马岭河风景区 地质景观 20世纪 80年代 国家风景名胜区 黔西南盘县 

 

(1)基于自然资源开发的景区 

20世纪80年代，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了贵州省开发旅游景区的重要发展背景。贵州省入选第一批、

第二批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如黄果树风景名胜区、红枫湖风景名胜区、织金洞风景名胜区、龙宫风景名胜区和潕阳河风景

名胜区等成为了这一时期贵州省旅游资源开发最具有代表性的景区(见表3)。例如，享誉世界的黄果树大瀑布具有突出的自然资

源和地质科考价值。黄果树风景名胜区于1977年成为贵州省政府第一个批准筹建的风景区，于1982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名录，是贵州省入选的唯一景区。 

(2)基于人文资源开发的景区 

20世纪80－90年代，贵州省各地区的考古遗址和历史遗迹进入国家级第二批、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包括古墓葬、

历史建筑两种类型(见表4)。由于不具备充分的开发条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没有直接开发为旅游景区。1982年入选国家第一

批历史名城的遵义市和1986年入选国家第二批历史名城的镇远县等，成为了贵州省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旅游景区。 

表 4 20世纪 80－90年代贵州省入选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文化名城 

开发类型 认定方式与资源类型 开发地点 开发时间 

杨粲墓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墓葬） 遵义市 1982年 

大屯土司庄园-奢香墓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物） 毕节大方县 1988年 

息锋集中营旧址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纪念建筑物） 遵义息烽县 1988年 

穿洞人遗址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遗址） 安顺普定县 1988年 

增冲鼓楼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物） 黔东南从江县 1988年 

青龙洞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物） 黔东南镇远县 1988年 

大洞遗址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遗址） 黔西南盘县 1996年 

遵义 国家级历史名城（历史上某一事件或个别阶段的建筑物或建筑群为其显著

特色） 

遵义市 1982年 

镇远 国家级历史名城（保留了一个或几个历史时期积淀的完整建筑群） 黔东南州镇远县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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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贵州省旅游资源在20世纪70－90年代的开发类型、分布状况、开发主体和开发市场等显现出以下特征: 

(1)从开发类型来看，其资源开发偏重于自然资源。该时期对于自然旅游资源的认识范围有较大扩展，并从以往的自然山水

景观扩展到水利景观、地质景观、珍稀动植物和特殊植被景观等类型。国家自然保护区虽然没有直接开发为旅游观光景区，但

是其自然景观、地质地貌、珍稀动植物的价值得到了国家认定，并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了较高的知名度。例如，铜仁梵净山景区、

赤水丹霞地貌景区、威宁草海湿地景区、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等发展成为贵州省最具代表性的全国知名景区。这一段时期内，贵

州开发的人文资源景区较少，但是通过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认定，为景区的后期开发创造了条件。如，遵义市的息烽集中

营旧址开发为著名的爱国教育基地;杨粲墓作为海龙囤遗址的一部分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毕节大方县的大屯土司庄园－奢香

墓开发为著名的历史文化观光景区;中国与挪威共建的生态博物馆开发成为乡村旅游目的地等。 

(2)从分布状况来看，这一时期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文化保护单位与国家级历史名城等在区域

分布上不断扩展，不仅位于贵阳、遵义、安顺等中心城市，而且扩展到了毕节、铜仁、黔东南州、黔西南州、黔南州等周边城

市或地区，形成了从中心扩展到边缘的线状分布结构。虽然景区的分布扩展到了全省的各个地州市，但是景区分布之间较为分

散，仅有贵阳一个旅游集散中心，全省还未形成区域性和整体性的资源开发模式。 

(3)从开发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开发主体主要为政府管理部门。在贵州旅游产业相对于全国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下，部

分景区入选国家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以及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对于贵州省提升景区的管理水平和知名度等起到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此外，这一时期贵州省的景区开发模式主要是通过国家认定资源而后政府建立景区管理处负责开发和管理景区。例

如，1980年贵州省政府批准建立黄果树风景名胜区管理处，是全省最早建立独立管理处的风景区。 

(4)从开发市场来看，20世纪80－90年代是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黄金时期，由此促进国际观光旅游的出现，同时贵州省

交通条件的改善也促进了旅游产业的飞速发展。此时，国家整体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兴未艾，其国际国内旅游市场还处于萌芽发

展阶段。在国家旅游市场整体发展的带动下，贵州旅游景区迎来了国际观光游和国内中短途旅游的游客，形成了初期的旅游市

场。此外，由于国家新闻传媒业的发展，贵州的各个风景区开始出现在大众媒体上，也使黄果树等著名景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

了贵州地理文化的标识性符号。 

总体而言，20世纪80－90年代是贵州旅游资源开发快速发展阶段。其资源类型扩展较快;其分布状况由黔中中心城市逐步扩

展到全省各地，特别是扩散到黔南、黔西北、黔东南、黔西南等地区，呈现出从中心城市扩散并延伸到四周的线状结构。此时

贵州的省市级政府仍然是旅游资源开发的主体，但是已经形成了专门的旅游景区管理部门进行景区管理。在全国旅游市场快速

发展的带动下，贵州已经形成初步的旅游市场。 

3．“全域”产业发展模式:旅游资源开发的地域化状况 

从“十一五”至“十二五”期间，贵州旅游资源开发主要为自然资源与民族文化资源两条主要脉络，形成了典型的地域化

开发特征。贵州省的旅游产业发展从侧重于资源开发转向为以交通旅游、大健康旅游、大数据旅游、生态旅游为特征的旅游产

业发展模式。国家旅游扶贫政策的开展与实施，使得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资源匮乏劣势开始转变为文化资源发展优势，极

大促进了民族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 

(1)自然+人文的资源开发模式 

“十二五”(2011－2015)期间，贵州省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工农业旅游示范基地的基

础上，逐步开发和提升具有大量地质地理景观的特殊生态区域，使之成为旅游风景区(见表5)。特别是黄果树风景名胜区、织金

洞风景名胜区、㵲阳河风景名胜区、红枫湖风景名胜区、龙宫风景名胜区、赤水风景名胜区等开发时间较早的景区，由于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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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期已经获得了国家认证的多张“名片”，其基础建设得到较大程度提升而成为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景区。此外，入选“人

与生物圈计划”以及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的梵净山景区，以及荔波的樟江－茂兰景区和赤水景区等发展成为在全国具有影响力

的景区。 

然而，贵州此阶段传统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优势并不突出，表现为:入选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名录的景区仅占全国总数的1．2%;

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数量约占全国的3%;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数量约占3．9%。但是，贵州省拥有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为140项，约占全国总量的10%;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入选数量约占全国总数的5．7%和全

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入选数量约占全国总量的35%。①6在“十一五”至“十二五”期间，贵州省基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级历史名城、国家级历史民村名镇等开发了大量的人文观光景区，其中以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最为具有特色(见表6)。如

雷山县的西江苗寨、黎平县的肇兴侗寨、兴义市万峰林的纳灰村、荔波县瑶山瑶族乡拉片村、惠水县好花红乡好花红村以及贞

丰县的者相村和纳孔村等。此外，这个时期的“自然”与“人文”资源的融合特征明显，围绕着黄果树景区、兴义万峰林景区、

荔波樟江风景区等开发了大量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表 5 “十一五”至“十二五”期间贵州自然旅游资源开发表 

开发景区 资源认定与开发模式 开发地区 开发时间 

荔波樟江-茂兰风景名胜区 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人与生物圈成员世界自然

遗产 

黔南州荔波县 20世纪 90年代 

九龙洞风景名胜区 国家风景名胜区 铜仁市 2004年 

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 国家森林公园国家自然保护区 毕节黔西县、大方

县 

20世纪 90年代 

九洞天风景名胜区 国家风景名胜区 毕节纳雍县、大方

县 

2004年 

兴义万峰林马岭河风景名胜区 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工农业旅游示

范区 

黔西南兴义市 20世纪 90年代 

都匀斗篷山风景名胜区 国家风景名胜区 黔南州都匀市 2004年 

紫云格凸河风景名胜区 国家风景名胜区 安顺紫云县 2005年 

石阡温泉群风景名胜区 国家风景名胜区 铜仁石阡县 2009年 

乌江山峡风景名胜区 国家风景名胜区 铜仁沿河县 2009年 

平塘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 黔南州平塘县 2005年 

关岭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地质公园 安顺关岭县 2004年 

贵州绥阳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地质公园 遵义绥阳县 2004年 

六盘水乌蒙山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地质公园 六盘水市 2005年 

黔东南苗岭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地质公园 黔东南州施秉县 2006年 

乌江喀斯特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地质公园 铜仁思南县 2003年 

凤凰山公园 国家森林公园 遵义市 1994-2001年 

长坡岭公园 国家森林公园 贵阳市 2001年 

黎平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森林公园 黔东南州黎平县 2003年 

龙架山国家森林 国家森林公园 贵阳龙里县 2006年-2009 年 

大板水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森林公园 遵义市 2006年 

                                                        
6①中国网．2013．10．8．http: / /www．china． com．cn /chinese /2003 /Nov /451104．htm．http: / /www．seac．gov．cn /art /2014 /9 /26 

/art_31_215257． html．20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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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道水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森林公园 遵义市 2005-2007年 

玉舍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森林公园 六盘水水城县 2004年 

 

表 6 “十一五”至“十二五”期间贵州开发的历史人文景区 

开发景区 资源认定方式 开发地区 

贵阳花溪青岩古镇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05年）中国特色小镇（2016年） 贵阳市花溪区 

雷山西江镇 国家历史文化名镇（2007年） 黔东南州西江县 

旧州镇 国家历史文化名镇（2007年） 黔东南黄平县 

西江镇 国家历史文化名镇（2007年） 黔东南雷山县 

天龙镇 国家历史文化名镇（2008年） 安顺平坝县 

镇云山屯村 国家历史文化名村（2007年） 安顺市西秀区七眼桥 

丙安乡丙安村 国家历史文化名村（2008年） 遵义赤水市 

从江县住洞乡曾冲村 国家历史文化名村（2008年） 黔东南州从江县 

开阳县禾丰布依族苗族乡马头村 国家历史文化名村（2010年） 贵阳开阳市 

三都县都江怎雷村 国家历史文化名村（2010年） 黔南州三都县 

安顺西秀区鲍屯村 国家历史文化名村（2010年） 安顺市西秀区 

雷山县上郎德村 国家历史文化名村（2010年） 黔东南州雷山县 

务川大坪镇龙潭村 国家历史文化名村（2010年） 遵义市务川县 

锦屏隆里古镇 国家历史文化名村（2007年）生态博物馆（1997年） 黔东南锦屏县 

黎平肇兴侗寨堂安村 国家历史文化名村（2007年）生态博物馆（1997年） 黔东南黎平县 

花溪镇山村 生态博物馆（1997年） 贵阳市花溪区 

六枝梭嘎村 生态博物馆（1997年） 六盘水六枝县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贵州的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均得到共同开发，并且其旅游资源的地域化特征得到充分体现，

也不断增强了资源的核心吸引力。 

(2)区域联动景区开发模式 

在“十一五”至“十二五”期间，贵州省的旅游交通条件改善明显，已形成若干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旅游集散地。2016年贵

州省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5128公里，成为中国西部地区首个县县通高速的地区。［13］贵州的机场建设形成了以贵阳为枢纽，

铜仁、黎平、兴义、遵义、安顺、六盘水、毕节、荔波、黄平等九个支线共同支撑的航空网络。在贵州省政府实施“全域旅游”

战略背景下，形成了贵阳、遵义、安顺、兴义、铜仁等五大旅游集散地。此时，在交通条件改善的条件下，贵州省也从传统的

以资源开发为主的旅游产业发展模式转变成为以“全域旅游”为导向的产业联动发展模式，并形成了黔中、黔北、黔南、黔西、

黔西北、黔东南等六大旅游区域。黔中区以贵阳－安顺为中心，集中发展大数据旅游和会展旅游;黔南区以都匀市、荔波县、平

塘县、三都县为中心，主要发展民族文化旅游、自然风光游、天文地质科考游等;黔东区以凯里－铜仁为主轴，围绕梵净山景区、

西江苗寨、镇远古镇等发展历史民族风情游、自然观光游和自然科考游等;以遵义－赤水为中心的黔北区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

游和温泉旅游等;以兴义－六盘水－毕节为中心的黔西区发展民族风情游、喀斯特地质科考游、自然风光游和工业遗址游等。 

(3)“全域旅游”产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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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一五”至“十二五”期间，贵州省旅游产品的供给更加丰富，其旅游服务水平也得到了较大提升。此时，贵州旅游

产业已经形成了包括“吃、住、行、购、游、娱”的完整产业链。 

在资源开发的地域化阶段，贵州旅游景区开发主要以国家认定资源与企业主导景区的投资、建设与管理等为主要特征，其

旅游开发主体形成多元化趋势并由大型旅游集团主导旅游景区的开发和管理。此外，贵州围绕旅游观光产业也涌现出大量提供

旅游服务的旅行社和酒店。再者，贵州旅游信息化建设也取得较大成就，如在黄果树等重点景区已经建设完成数据中心、高速

公路网、智能可视化视频系统、景区免费WiFi系统、电子商务网、智慧票房系统、线上线下一体化系统等七大主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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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融合产业发展模式:旅游资源开发的全景式状况 

在2015－2018年期间，贵州省通过文旅产业融合、大生态与大健康产业融合等，借助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其旅游产业从

单一依赖景区经营转变为多产业联动发展，并衍生出新产品、新业态、新供给，为带动其他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动能，同时也

促进了旅游咨询管理服务系统的日益完善。另外，在2016－2018年期间，符合贵州旅游资源特点和市场需求的山地旅游、避暑

度假、康体养生、养老养生等新兴旅游业态不断涌现，各类旅游综合体、旅游小镇等建设逐步开展而形成旅游产业聚集区。2017

年，从入黔国内游客的旅游目的分析，其休闲度假占25．2%、观光游览占24．9%、探亲访友占15．9%、文体科技占15．5%、健

康疗养占3．1%、商务会展培训占2．7%、美食购物占1．4%和其他目的占8．2%。［13］ 

同时，借助于旅发大会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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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活动，

贵州省集中造势提高了宣传效应，吸引了更多旅游者到贵州观光旅游。从产品供给结构方面看，通过调整旅游产品结构，在较

大程度上改变了以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场所的观光旅游产品为主的情况，使得度假产品和专题产品获得迅速发展，其旅游产

品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了观光旅游产品和度假旅游产品、乡村旅游、文化旅游、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专项旅游

等相结合的多元化产品体系。 

综上所述，基于旅游资源开发与旅游产业演化的规律分析，贵州省的旅游资源开发从萌芽期和成长期发展到地域化时期与

全景式时期，同时贵州省的旅游产业也总体上显现出点状、线状、全域和融合的发展态势。 

四、基于旅游资源开发视角对贵州旅游产业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基于贵州旅游资源开发与产业发展演化过程等分析结果，结合当前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贵州实施“大扶贫、大

数据、大生态”三大发展战略和坚持“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的发展思路等，提出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路

径的建议与对策: 

1．“文化+旅游”发展路径 

贵州省人文旅游资源开发中，可进一步突出文旅融合的优势。文化让经济不再浅薄，旅游也让文化不再冷清。贵州省既是

山地公园省、国家大数据中心、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更是“原生态”与“现代文明”的交汇地。通过旅游产业带动，用旅游

景观再现贵州发展历史，用旅游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用民族文化提升旅游体验，用非物质文化消费振兴乡村产业，用文旅

融合丰富多彩贵州品牌。 

2．“生态+旅游”发展路径 

贵州旅游产业应该从发挥资源优势转变为体现生态环境优势。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最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应充分利用



 

 10 

多梯度的山地旅游资源以及山景与水景相融合的优势，积极发展野外拓展、徒步骑行、登山漂流、户外露营、山地自行车等山

地户外体育旅游活动，推动各地举办国际低空跳伞、攀岩、徒步、马拉松赛等特色体育赛事等，对形成具有贵州代表性的地区

旅游品牌具有重要意义。贵州旅游产业还应该积极发展康养旅游与户外休闲旅游，将传统的自然观光旅游与健康旅游、疗养旅

游、科考旅游、户外运动等真正融合为“大生态”与“大健康”旅游。 

3．“扶贫+旅游”发展路径 

贵州保存较好的少数民族村寨，已经开发为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例如西江苗寨、肇兴侗寨等，这些特色村寨维持着传统生

计方式，保留着独特的文化传承方式。在乡村旅游开发之前，由于外部市场对于劳动力资本的强吸引力，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大

量农村青年选择以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乡村旅游发展不仅使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年可以获取就业机会，并且可以将自身拥

有的文化资源转换为经济资源。贵州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应该发挥特色产业优势，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使之转换成为康养旅游产

品。为此需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制定实施乡村旅游的等级评定奖励办法和服务标准，开发升级一批以休闲农业、文化体验和避

暑养生为特色的乡村旅游区;第二，依托民族文化旅游示范基地，以“旅游+农业”促进农旅一体化，加快发展现代山地高效农

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第三，以“旅游+工业”促进优质白酒、茶叶、民族医药、特色食品等产业提质增效，开发特色旅游商品，

还可以采用“旅游+城镇化”促进产城融合发展，建设旅游城市综合体、特色旅游名镇和特色民族旅游村镇等。 

4．“交通+旅游”发展路径 

交通对于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勿容置疑，因此贵州应该以交通产业联动旅游产业发展。作为中国西部第一个县县通高速、

村村通油路的省份，贵州省以交通带动旅游的优势得到进一步体现，将航空、高铁、高等级公路等快速通道与国道、县道、乡

道等慢速通道结合，实现无障碍通行，才能带动多产业的联动发展。 

5．“大数据+旅游”发展路径 

在建立贵阳国家级大数据中心等背景下，贵州应积极推动智慧城市、智慧景区、智慧酒店等试点建设，提升智慧管理、智

慧服务、智慧营销的水平。第一，贵州需要建立统一规范的旅游数据采集平台，健全旅游统计数据共建共享机制。第二，依托

大数据技术对旅游需求进行深入分析，引导旅游供给。通过对交通、天气、旅游景区进出人数流量的大数据统计，精准判断游

客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消费流量，改善旅游消费质量。第三，完善旅游公共安全设施，以“互联网+旅游安全”推动建立旅游医疗

与安全急救、旅游危机管理与游客反应快速应变等旅游救援系统，提高政府在旅游经营管理中应对各种危机事件的信息传递和

快速反应能力。 

总体而言，贵州省旅游资源的未来开发需在坚持“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下更注重保护珍稀资源、发掘特色文化、提升资

源吸引力;旅游发展更需强化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开创生态与健康结合的旅游产业，积极发展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

术，完成传统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贵州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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