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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波大小七孔景区战略转型升级实施路径规划探析 

覃建雄1 

(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 目前，大小七孔景区一方面国际精品观光旅游发展达到极致，另一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和需求个性化的驱动，

进而带来体制机制制约、发展空间约束、业态转型升级、景区带动发展等方面的挑战，大小七孔景区发展战略转型升级势在必

行。论文从区域经济、战略管理与转型升级理论视角，结合国内相似景区分析比较，认为大小七孔景区应借鉴兄弟景区管理经

验，整合区域空间资源，打造“大小七孔景区”概念，成立大小七孔管理局或大小七孔旅游特区，实施旅游业态转型升级，实

施景区带动战略，实现荔波县乃至黔南州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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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七孔景区自 2007 年成功申遗以来，景区环境保护、旅游建设及运营管理取得了巨大发展，愈加深受国内外游客的青睐

和业界的关注。与此同时，大小七孔景区面对全新的环境形势和市场需求，同样面临着诸如发展空间有限、体制机制滞后、产

品业态单一、景区带动不足等重大问题。然而，至今有关大小七孔景区研究方面的文献不多。仅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景观

成因分析( 戴亚南
［1］

、罗宜富
［2］

) 、旅游开发建设( 王霞
［3］

、赵旭
［4］

、李连荣
［5］

、黄淦
［6］

、邓玉梅
［7］

、李小伟
［8］

) ；旅游环境

影响( 李素
［9］

) 、社区居民权益( 王剑等
［10］

) 、旅游扶贫( 邱胜
［11］

) 、旅游营销( 陈小静
［12］

) 、经营模式( 孙小龙和郜捷
［13］

) 

等领域，而有关景区战略转型升级、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文献则寥寥无几。有鉴于此，论文运用区域经济
［14］

、战略管理
［15］

与产业转型升级理论及方法
［16］

，通过湖北武当山、四川九寨沟、重庆武隆、云南石林、四川海螺沟、大姑冰山、四姑娘山、稻

城亚丁等景区现状比较，借鉴这些相似景区管理经验，提出大小七孔景区战略转型与创新发展的实施路径。 

一、背景与现状分析 

大小七孔景区发展和经营管理，追溯到 1991年成立的荔波樟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负责景区保护、规划、建设、管理以及

旅游经营等。1999 年荔波樟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与荔波县旅游局合并，并于 2003 年 6 月成立荔波县旅游发展办公室( 为县政

府直属的副县级事业机构) ，组建处、局、办三套人马合署办公的政府管理主体。2018 年 4 月，成立樟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属于荔波县副县级事业单位。 

新形势下，大小七孔景区面临两个方面的重大挑战。一方面，世界已进入“旅游时代”，旅游实现了休闲化、大众化和社会

化，旅游已成为提高国民素质、改变国民生活方式、提升国民体能和智力的产业，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单一的观光旅游，更注重

于健康、养生、养老、长寿、幸福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大小七孔景区精品观光旅游做到了极致，且与其它兄弟景区相比显

示出其明显的短板，包括空间资源狭小、管理体制滞后、业态结构单一、景区带动不足等。可见，在旅游新时代，大小七孔景

区如何主动适应新形势发展，如何实现战略转型和做大做强，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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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小七孔景区与其它相似景区对比分析 

首先，从景区面积与发展空间分析，大小七孔景区同属世界遗产景区，其总面积( 包括景区东门和西门外围区域) 仅为

28． 71 平方公里，是上述九个相似景区中面积最小的。武当山景区面积为 312 平方公里，九寨沟景区面积为 610 平方公里，

海螺沟景区面积为 906 平方公里，四姑娘山景区面积为 591 平方公里，稻城亚丁景区的面积为 560 平方公里，石林景区何武隆

景区的面积分别为 400 平方公里和 200 平方公里，而达古冰山景区则达 2014 平方公里。大小七孔景区位于喀斯特山区，作为

高山峡谷型地形地貌中的一条“夹皮沟”，一方面活动空间及可用地条件捉襟见肘。另一方面，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核心区，不

适宜开展生态观光以外的休闲康养度假项目，加之总面积远远小于其它相似景区，从而限制了它的业态转型和发展空间。 

其 次，从景区旅游管理体制来看，唯独只有大小七孔景区目前为荔波县政府直属的副县级事业单位，即荔波县樟江风景名

胜区管理局，而且管理局的名称并非“大小七孔”而是“樟江”，显得名不正言不顺。与此相对比，武当山、九寨沟、海螺沟、

四姑娘山、达古冰山、稻城亚丁、石林和武隆景区，均设置了相应的管理局或者旅游特区，均属于所在市或州政府下辖的正县

级事业机构。如武当山景区为所在十堰市委、市政府授予武当山旅游特区县一级政府的行政职能；九寨沟、四姑娘山、达古冰

山为阿坝州直属的正县级事业单位管理局，以“州县共管、以州为主”的管理模式；海螺沟和稻城亚丁景区为所在甘孜州下属

的正县级景区管理局；石林景区是所在州下属的正县级景区管理局。而武隆景区也是所在正厅级武隆县政府下属的正县级事业

管理机构。 

再次，从景区产品业态发展现状来看，作为旅游特区的武当山景区，不仅是国内外著名的观光旅游目的地，同时也是国际

休闲康养度假旅游胜地。九寨沟景区( 震前) 不仅是世界遗产自然生态观光旅游目的地，同时也是国际知名的休闲会议度假旅

游胜地。作为同期世界自然遗产的武隆景区无论在观光产品，还是在山地休闲度假产品和康养度假产品方面，均发展良好，以

及类似的还有云南石林景区，均表现为比较均衡的精品观光和休闲度假多元综合旅游发展态势。海螺沟景区积极依托其独特的

高山冰雪景观资源和森林生态资源，以发展兼具山地生态观光与森林冰雪温泉度假为特色的高山生态旅游胜地。处于相对高海

拔和自然条件相对苛刻的其它景区，如四姑娘山景区、达古冰山景区、稻城亚丁景区，目前主要以自驾游营地和自然观光产品

为主。而大小七孔景区目前的精品观光产品做到了极致，亟待产品业态更新。另一方面，尽管处于春秋凉爽、夏无酷暑、冬无

严寒的四季宜游环境条件下，由于空间所限制，未能发展康养、会议、休闲度假产品，未能物尽其用。 

最后，从景区旅游发展现状来看，大小七孔景区 2018 年接待游客 342． 82 万人，旅游综合收入 10亿元，预计 2019 年接

待游客突破 450 万人，旅游收入 15 亿元。与同期的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景区相比，重庆武隆景区与云南石林景区接待游

客分别为 2450 万人次和 2100 万人次，旅游收入分别为 75． 16 亿元和 5． 4 亿元。武当山旅游特区 2017 年接待游客 888． 1 

万人次，旅游收入 52． 5 亿元。九寨沟景区震前( 2016 年) 全年接待游客 500 万人次，旅游收入 8． 05 亿元。而作为正县

级事业单位的海螺沟景区、四姑娘山景区、达古冰山景区、稻城亚丁景区年接待游客，除了四姑娘山景区超过 40万人次以外，

其它景区不超过 15 万人次，旅游收入未能超出 1 亿元。 

综上所述，大小七孔景区接待人次和旅游收入高，旅游发展呈现井喷之势，美誉度和影响力快速提升，旅游发展态势最为

强劲，但发展区域空间最小，管理机构级别最低，发展平台滞后。作为世界遗产景区，大小七孔景区精品观光产品做到了极致，

未来要做大做强，亟待在体制机制、发展空间、业态创新、景区带动等方面，实施转型升级。 

三、大小七孔景区战略转型面临的重大挑战 

通过上述区域相似景区对比分析，大小七孔景区新形势下实施战略转型和创新发展势在必行，但面临至少四个方面的重大

挑战，具体包括发展空间约束、体制机制制约、业态转型升级、景区带动发展等。 

1． 管理体制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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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小七孔景区管理上属于荔波县樟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该机构属于荔波县政府下辖的副县级事业单位，存在几个方

面的问题。一是名不正言不顺。大小七孔景区同时属于樟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世界遗产地核心区，通过旅游发展一跃成为国

内外著名的旅游胜地。其名气远大于樟江风景名胜区，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理应因势利导充分发挥大小七孔景区的品牌

形象和影响力带动荔波乃至整个黔南州旅游发展，但实际情况是大小七孔景区仅仅属于“荔波县樟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下辖

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没有以大小七孔景区命名的“4A 景区”“5A 景区”，荔波县、黔南州唯一的 5A 景区是“荔波樟江 AAAAA 

景区”! 因而造成了荔波樟江 5A 景区不但没有助推大小七孔景区的发展，反而对大小七孔景区具有遮蔽、覆盖作用，从而阻碍

了大小七孔景区的做大做强。 

二是现有机构行政级别和管理平台不足。作为贵州省首个世界遗产景区、国家 5A 景区及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核心区域，大小

七孔景区现有管理机构仅为荔波县政府直属的副县级事业单位，限制了景区自身的做大做强。现有管理体制系特定历史条件下

的产物，由于行政级别低和管理平台不足，无法整合全县乃至黔南州各种资源服务于大小七孔景区的发展需求。目前，大小七

孔景区无论在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还是知名度和影响力方面，均已超过海螺沟、四姑娘、达古冰山、稻城亚丁甚至石林景区，

正在努力赶超武隆、九寨沟、武当山等景区，而且这种趋势和效应越来越明显。然而，现实是上述所有景区属于所在市、州或

直辖市正厅级县直属的正县级事业管理机构! 显然，大小七孔景区现有管理模式和体制，不仅不利于大小七孔景区的做大做强，

而且阻碍了大小七孔景区的战略转型和持续发展。 

2． 发展空间受限 

樟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面积 118． 8 平方公里。其中作为樟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核心的大小七孔景区面积为仅 27． 81 平

方公里，景区面积不大，规划范围包括大七孔景区、小七孔景区及两景区之间的连接部( 樟江段) ，北到在建的小七孔内部环

路，大小七孔景区自身发展空间捉襟见肘。加之，由于大小七孔景区属于喀斯特山区，造成游人活动场地与发展空间有限，可

用土地条件不足。不但影响到了景区发展的承载力，而且影响了各种功能业态的转型升级。大小七孔景区转型升级的方向就是

从现有的世界遗产精品观光景区为主，向世界遗产国际精品观光与国际休闲康养度假综合旅游目的地转变，但现今的景区范围

仅能维持世界遗产精品观光景区开放，而未来的大小七孔国际休闲康养度假旅游目的地的发展主要依托东门区域，但目前东门

的瑶山乡区域并不属于大小七孔景区用地范围。此外，景区的东门和西门外围区域并非樟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管辖职权范围之

内，景区空间资源功能协调范围存在问题比较突出。 

另一方面，从上述区域其它相似景区比较来看，武隆景区面积为 200 平方公里，石林景区面积为 400 平方公里。武当山景

区面积为 312 平方公里。而四姑娘山、稻城亚丁、大姑冰山、海螺沟等其它景区的面积都在 500 平方公里以上，如九寨沟景区

600 多平方公里，海螺沟景区面积 906 平方公里，达古冰川景区则达到 2014 平方公里。可见，无论是景区自身发展所依托的

具体实际需求，还是区域相似景区的发展空间对比分析结果均表明，大小七孔景区的发展空间确实是极其有限。可见，在旅游

竞争愈加激烈的未来，整合东门区域空间资源，丰富产品功能业态和服务要素链，实施景区转型升级战略，进一步做大做强大

小七孔景区，成为当务之急。 

3． 业态创新问题 

由于上述原因尤其是发展空间受限，造成了大小七孔景区旅游产品业态难以满足现代旅游发展需求，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大小七孔景区属于世界遗产核心景区，目前主要是作为世界遗产精品观光旅游区，观光精品已经做到了极致，缺乏休闲度

假和康养度假产品，造成每年“好不容易到来”的至少 500 万观光游客，因为缺乏康养休闲度假产品而未经过夜即草率离开景

区，造成了巨大的旅游经济损失。 

二是大小七孔景区为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需求，要从国际精品观光产品转型升级为国际康养休闲度假旅游胜地，必须在景

区以外开拓全新空间( 目前最适合的主要是东门区域) ，但目前东门区域的梦柳风情古镇发展空间狭小，住宿接待服务档次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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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未能满足大小七孔景区业态转型升级的需要。 

三是梦柳风情古镇系进出大小七孔景区的大门、窗口、客厅和必经之地，理应建成大小七孔遗产景区的综合接待住宿服务

综合体，建成游客的狂欢地、夜营地、休闲娱乐地、康养地和度假地，打造成大小七孔景区游客温馨的家，打造大小七孔国际

康养休闲度假城，但由于体制机制和发展空间受限，至今而未能设施和实现。 

4． 景区带动问题 

目前，大小七孔景区旅游带动效应主要表现在对荔波县 GDP 的贡献以及对周围社区居民的就业和收入的促进作用。然而，

正因上述三大挑战尤其是业态问题的影响，这种带动能力和范围有限，如东门作为景区综合接待服务区，各种业态较为丰富，

对社区的拉动相对明显，但发展空间受限。相反，景区西门区域面积较大，但缺乏产品业态，带动效应明显不足，在荔波县乃

至黔南州仍为“一枝独秀”局面，尚未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未来有必要作如下发展: 一是通过大小七孔景区发展，带动、引领周边城乡( 瑶山乡、小七孔镇乃至捞村乡) 的联动发展；

二是通过大小七孔景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带动周围更广大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如近期带动荔波县西南片区和西北片区、中

远期带动荔波县域的发展，由“大小七孔景区”→“大小七孔片区”→“荔波县全域旅游目的地”转化；三是大小七孔景区作

为我省首个世界遗产品牌，成为带动黔南州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景区和产业，创新黔南州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构建贵州省

全域旅游示范景区和样板，打造全国旅游体制机制创新发展示范区。 

四、战略转型实施路径规划 

综上所述，大小七孔景区要实现从现今的世界遗产精品观光景区转型升级为国际会议休闲与康养度假旅游目的地，要真正

做大做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转型升级，必须做好“空间”“体制”“业态”和“带动”四篇文章，具体遵循如下四个方面

的实施路径( 图 1) 。 

 

图 1 大小七孔景区传略转型升级实施路径 

1． 实施体制创新，构建大小七孔旅游特区 

充分借鉴武当山特区、扬州特区、宜兴特区等的管理模式和经验，成立黔南州旅游特区———大小七孔旅游特区。由黔南

州委、州政府授予大小七孔旅游特区县一级政府的行政职能，赋予大小七孔旅游特区独立行使县一级政府的管理职能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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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封闭管理，机构直属黔南州政府管理。通过成立黔南州旅游特区，有利于政府有效管理和服务机制升级。实施地方行政与

旅游发展职能合二为一，为促进旅游业发展实行多项优惠政策，促进旅游产业升级，带动区域产业快速发展。 

旅游特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旅游特区是拥有独特旅游资源的特定区域，这是旅游特区成立的基础条件；二是旅游特

区旅游业是当地经济发展的核心，以便政府集中力量发展旅游业；三是旅游特区经国家允许可以实行一些特殊政策，以促进旅

游业发展，包括特殊的宽松政策和行政体制的探索。或者建立大小七孔管理局，详述如下。 

2． 实施政府主导，构建大小七孔管理局 

借鉴九寨沟、四姑娘山、大姑冰山、海螺沟、稻城亚丁景区等的管理局模式和经验，建立大小七孔管理局。大小七孔管理

局作为黔南州直属正县级事业单位与黔南州政府主导整个景区的经营管理，包括旅游市场营销、旅游经营目标化管理等，大小

七孔管理局包括大小七孔景区管理局和大小七孔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实行“州县共管，以州为主”管理模式，两块牌子，一套

人马，统一管理，大小七孔管理局经费属全额自收自支事业单位，遵循“严格保护、科学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原则，

实施以“开发为保护、保护促开发”的经营管理模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社区关系上，强调旅游收益的社区共享。大小七孔管理局每年会从门票或旅游收入中划拨出一部分向社区居民提供分红，

同时向景区周边社区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以确保其保护景区资源环境的积极性。在经营管理思路上，加强与国内外科研学术

力量的合作、交流与沟通，提高大小七孔管理局的科研能力和应用。 

3． 整合空间资源，打造“大大小七孔景区”概念 

在原有 28． 71 平方公里的景区区划范围基础上，向北延伸至板麦村，主体向东拓展至瑶山乡全域，构建大概念的大小七

孔景区———“大大小七孔景区”。具体包括大七孔景区、小七孔景区、西门和东门区域，以及整个瑶山乡全境( 含原捞村乡) ，

扩展后的“大大小七孔景区”面积约 259． 91 平方公里，面积大小介于重庆武隆景区和武当山景区之间。在空间资源整合形成

的“大大小七孔景区”概念基础上，成立相应的创新管理机构———大小七孔旅游特区或大小七孔管理局。 

具体包括: 一是将现有的东门和西门纳入大小七孔旅游特区或大小七孔管理局管辖范围之内；二是整合现有梦柳风情古镇

( 综合接待服务中心) 周边资源，打造大小七孔旅游特区的全新功能区———大小七孔温泉康养休闲度假区，打造大小七孔国

际休闲度假城，作为未来大小七孔生态康养休闲度假目的地的重要支撑；三是将瑶山乡集镇( 现今拉片村) 作为大小七孔旅游

特区的综合管理区域，同时作为原生态瑶族风情休闲度假区，瑶山乡其它区域作为大小七孔旅游特区预备的深度开发区域，为

大小七孔景区战略转型升级奠定前提和基础。 

4． 科学规划为龙头，实施旅游业态转型升级 

大小七孔景区一方面四季宜游、康养环境和度假条件好，另一方面目前主要是精品观光、缺乏康养度假产品，进而造成大

小七孔景区每年 500 万观光游客未能享受到康养度假产品，并带来荔波巨大的旅游经济损失。面对这种局面，在建立大小七孔

管理局或大小七孔旅游特区，充分整合东门区域和瑶山乡的空间资源，科学编制《大小七孔旅游特区总体规划》《大小七孔全域

康养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规划》《大小七孔旅游特区业态发展规划》等，科学指导大小七孔旅游特区全域经济社会发展。 

充分发挥荔波“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春秋凉爽、四季宜旅”环境条件以及在山水、民族、气候、生态等方面旅游资源的

特色优势，培育“暖冬度假”产品，作大春秋康养产品，做强夏季避暑产品，丰富夜间旅游项目，建设与世界自然遗产相协调

的四季全时康养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实现由国际精品观光区向国际精品观光与休闲度康养度假旅游目的地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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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施景区带动战略，创新黔南旅游经济发展模式 

在做大做强大小七孔景区基础上，充分发挥景区旅游业带动作用，促进社区及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这是大小七孔景区

作为世界遗产旅游目的地和国际休闲康养度假旅游目的地的重要责任。首先，实施景区带动战略，编制《大小七孔旅游特区全

域联动发展规划》，明确景区旅游带动目标、战略与任务，以及分期实施步骤。其次，在规划指导下，通过大小七孔旅游特区四

季全时康养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开发建设，带动荔波县西南瑶山片区、东南茂兰片区、西北甲良片区及东北佳荣片区的旅游发

展，形成“一枝独秀”向“燎原之势”的局面转变，进而带动黔南州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创新黔南州旅游带动乡村

振兴发展示范区，打造贵州省全域旅游示范景区和样板，打造喀斯特山地景区旅游带动区域发展全国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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