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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WOT 分析的贵阳市高坡苗族乡 

乡村旅游发展研究 

刘宇炫
1
 贾真真

1
 张开琪

21
 

（1.贵州省山地资源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00； 

2.贵州黔之境农旅发展有限公司，贵州 贵阳 550000） 

【摘 要】：乡村旅游作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借助于乡村旅

游业态的布局，实现因地制宜挖掘利用当地原真资源、人文风貌等特色元素，发挥乡村的后发潜力，为区域经济发

展创新提供更多助力。以贵阳市花溪区高坡苗族乡为研究对象，围绕高坡乡当前旅游发展情况及本土乡情，通过 SWOT

分析提出高坡乡村旅游发展建议，期望为当地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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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乡村旅游，国内外对其定义、范畴和概念有不同的表述,但核心观点基本一致：即城市游客（周边区域）作为主要消费

人员，来到附近农村乡间进行观光或寻求休闲、娱乐的体验。在大众旅游时代背景下，乡村旅游已成为中国旅游形态中最具活

力的旅游类型，也是中国旅游对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贡献率最高的旅游形态。同时，乡村旅游也是破解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问

题的一个重要领域,“全域旅游”创建战略与“乡村振兴”决策部署，又从整体层面推动着乡村社会经济变革，对乡村可持续发

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高坡乡地处贵阳西南高地，原属省级一类贫困乡，地处偏远、基础设施薄弱，是贵阳市扶贫开发重点乡之一。近年来得益

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全乡面貌得到普遍改善，加之其独特的山地、人文资源禀赋，让高坡坚定的踏上了旅游发展的路

子。本文旨在通过研究高坡乡乡村旅游发展背景并对进行 SWOT分析，为高坡乡村旅游向特色化、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规

范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因地制宜开展“旅游+”兴民、富民、助脱贫，也能够为乡镇一级旅游发展决策提供借鉴

参考。 

1 高坡乡村旅游发展背景 

高坡苗族乡因“地高”而得名，建于 1953年，位于贵阳市东南端，距离省会贵阳市中心区 51km，地处花溪与龙里、惠水三

县（区）交界处。全乡总面积 120km2，总人口 28000余人，其中苗族人口占 71%，属于高寒山区民族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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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坡乡于 1987年开始探索乡村旅游发展，但因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基础条件差、水电配套滞后等条件限制，成效甚微。

至上世纪 90年代，高坡乡才陆续完善了乡域内的供水、供电和各村的联通路，但受困于低下的生产水平和落后的生活方式，高

坡乡旅游业态发展依然不如人意。“十三五”期间，按照国家推进大扶贫攻坚的战略部署相关要求，花溪区为整合资源，发挥

组团发展优势，结合区情实际正式提出“溪南十锦”项目计划。该项目将沿线自然风光、特色民俗和生态气候充分利用，对沿

线村寨进行串联打造，以当地特色产业资源为重要休闲度假要素，对花溪南片青岩镇、黔陶乡和高坡乡旅游点串联成线进行“特

色组团式立体打造”，其中高坡乡门户村石门村、扰绕村首当其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2 高坡乡村旅游 SWOT 分析 

2.1优势条件分析（S) 

高坡苗乡为少数民族聚集乡，地处典型高原台地，地势北高南低，北为高山台地，南为峰丛畦地，系喀斯特岩溶地貌，山

高岩底，多溶洞。乡内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民间民族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乡境内旅游资源丰富，旅游开发的潜力巨大。 

2.1.1生态条件优越，自然风貌奇特。 

高坡乡平均海拔 1500m，最高海拔达 1712.1m，是贵阳市平均海拔最高的乡镇，年平均气温 12.5℃～14℃，属典型的山地气

候，空气清新，植被茂密，无工业污染，山地资源、生态气候优势明显，极具发展农业观光旅游、休闲养生度假游的潜力。 

2.1.2苗乡特色浓郁，人文资源神秘悠久。 

高坡乡是传统的苗族聚居地，苗族特色民俗风情和浓郁的民间艺术展示出高坡的神秘感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既有悬棺洞葬、

传统民族村落、民居建筑、民族节日、民族服饰、民间习俗、芦笙歌舞等民族文化资源，也有红军标语、石门古战场遗址、古

代防御工事等历史文化资源。1997 年，高坡乡被贵州省文化厅命名为“苗族芦笙艺术乡”，被贵州省摄影学会命名为“摄影艺

术创作基地”，2016 年被贵阳市摄影家协会命名“贵阳市摄影家创作基地”。绮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独特的民族

文化构成了高坡乡丰厚独特的旅游资源。 

2.1.3自然旅游资源类型丰富。 

高坡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拥有草场、峡谷、天坑、瀑布、溶洞、峰丛、峰林、干谷等多种类型，地貌奇多、种类奇特，

丰富的地貌类型与自然天光相映成趣，极具观赏价值。 

2.1.4后发优势明显。 

高坡乡区位条件优越，位于贵阳市 1小时经济圈，背靠龙里大草原、前接花溪公园、十里河滩和青岩古镇，是“溪南十锦”

风光带重要闭环节点。贵阳市旅游环线（高坡节点）、高坡乡集镇环线、云顶暮曙暗夜公园等项目作为省、市、区督办实事已分

别得到立项、踏勘和施工。 

2.2劣势条件分析（W) 

2.2.1基础设施不足、服务不成体系。 

乡内交通条件不理想，仅有 104 县道和通村路联接各主要旅游村寨与景点，遇到节假日或周末，乡内车流量大，交通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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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拥堵造成进出不便，还未具备环线减小交通压力。提供的旅游服务较粗放，接待水平和设施不足，旅游产业优势不明显。 

2.2.2景源分散、旅游产品较为单一。 

单就高坡旅游资源开发情况来看，景点单一、景源分散是最突出的问题，山地特色的景源发掘力度不够。高坡目前较为人

知的仅有扰绕梯田、红岩峡谷、云顶草原、云顶滑雪场、摆弓岩瀑布、甲定甲定洞葬等。现状知名的景点少而分散，与高坡现

状旅游切合度较低。同时旅游产品较为单一，游客逗留时间较短，旅游附加值少。 

2.3机遇分析（O) 

在目前旅游市场整体年轻化、散客化和休闲化的背景下，周边游成为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其中乡村旅游在周边游中占重

要位置，乡村休闲游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价值。同时在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乡村”、“旅游+农业”将符合乡村

产业发展趋势。花溪区创建全域旅游先行示范区成功，扰绕村、石门村相继被评为贵州省甲级旅游村寨，扰绕露营基地建成使

用，云顶草原正在提升改造，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高坡知名度越来越高，高坡乡村旅游步入产业化时代。“十四五”期间，

高坡乡将深化脱贫攻坚成效，大力开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强化项目建设，不断补齐短板。 

2.4威胁分析（T) 

近年来，前往高坡游玩的旅客越来越多，势必会对当地生态环境、村居民俗和原真乡土造成破坏和冲击。原住民的生活习

惯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原有的建筑风格和体貌势必会遭到改变，村落商业化、涉旅村寨和行业同质化、无序化现象逐步产

生。 

3 高坡乡村旅游发展建议 

3.1坚持“高坡特色”发展理念 

在高坡乡乡村旅游发展进程中，应立足独特的生态现状和地理优势，大力发展“山地+农旅”融合为主的特色产业，按照全

域旅游的标准规划逐步提升完善建设集镇、特色村寨、旅游园区，推进旅游业与农业、服务等产业的深度融合，让全乡处处是

风景。充分发挥旅游产业中文化的支撑和催化作用，加大对古村群落、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大力挖掘苗族文化、红色文化

等多元立体文化资源，为旅游产业注入活力元素。深化与青岩、黔陶纵深合作，承接青岩古镇旅游线路，以台地风光、山地运

动、民族体育、民俗体验为特色，启动红岩峡谷户外休闲带和山地运动休闲公园建设，把旅游产业培育成有规模、有特色、有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支撑产业。 

3.2加快推进旅游项目建设 

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和项目，开展传统村落发展和保护、旅游设施建设和景区景点开发，严格控制违法乱搭乱建现象，推进

乡村环境整治和旅游形象提升。着力推进特色小城镇建设。对集镇中心以农贸市场为代表的老、旧、窄建筑或地块进行搬迁或

改造，完善配套设施，提升中心集镇旅游接待能力；加快推进集镇环线建设，合理分流高峰期客流，加强硬环境打造。统筹规

划民族广场、村组步道、寨门等建设，积极推动“富美乡村”建设，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打造特色鲜明的美丽乡村。 

3.3深化旅游体验和内涵 

挖掘高坡乡村旅游的奇特性、唯一性和文化内涵，引入体验参与、休闲娱乐等元素，开发一批“旅游+户外运动、旅游+休



 

 4 

闲度假、旅游+考察探险、旅游+民族文化、旅游+革命教育”等项目。开发具有高坡特色的旅游商品，建立完善旅游购物场所。

加强对农家乐、乡村客栈的引导、扶持和建设力度，开展对旅游企业和乡村服务人员文明意识、接待礼仪、卫生要求、服务规

范等知识的培训，提高旅游接待能力及旅游服务水平。加强生态人文风貌保护传承,保护好高坡珍贵的梯田风光和高原石林、峡

谷原始生态，传承好宝贵的高坡红色文化。 

4 结语 

当前，乡村旅游是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之一，能够有效实现乡村新动能，从而改善相应基础设施，保护、挖掘和

传承本土特色民族元素、文化风貌。处于贵阳 1 小时经济圈的高坡，是乡村城市化进程发展的缩影体现，通过研究、探讨高坡

乡村旅游发展，有助于探索城乡融合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在较发达地区与较落后地区之间体现的启示作用，对周边乡村地区经济、

社会、环境、文化、民族等元素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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