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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视角下贵州省旅游产业竞争力分析 

樊秋1 

(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 贵州省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旅游资源，“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一山不同族”的典型喀斯特地貌赋予了贵州省明显

的旅游优势，但省内各地区之间普遍存在旅游产业发展滞后、旅游产品同质性强、竞争优势不显著等问题，极大地限制了贵州

省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今后应在“全域旅游”发展新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开发、整合和共享旅游资源，构建旅游产业协同

发展机制，融合全域资源，将旅游资源比较优势很好地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促进贵州省旅游产业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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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内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各省市、地区分别提出了旅游业建设的战略目标，也都着手挖掘本地旅游资源优势，打

造各具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对此，有学者提出了“全域旅游”观念，力求推动各地旅游产业规划或旅游产品设计时能够避免同

质化竞争，通过调动全地区的旅游资源整合，既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又满足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休闲诉求，实现旅游服务品质

的提升和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贵州省带着后发赶超的任务也迈入了旅游产业发展快跑者的行列，产业体系初显，支柱性作

用基本形成，市场正朝着良好的态势发展，旅游经济的各项指标快速增长，产业的产出水平也大幅提升，旅游产业对全省经济

的贡献率也在不断加强。 

然而，贵州省由于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旅游产业资金支持也略显不足，与国际旅游产品的成熟业态构建以及国内其他

地区全域推动的现状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贵州省必须思考如何将旅游资源相对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优势，提升第三产业尤其

是旅游业对全省经济的拉动作用，让“新常态”下贵州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因此，对贵州省旅游产业竞争力状况以及提升

策略进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贵州省旅游产业的 SWOT 分析 

( 一) 产业优势 

1． 特殊地貌构建的生态性 

贵州省位于云贵高原东部，是中国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的省份，包括黄果树等 12 个国家级风景区，花溪等 57 个省级风景区，

梵净山等 7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雷公山等 15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百里杜鹃等 11 国家级森林公园，绥阳双河溶洞等 4 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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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地质公园，贵阳市等 3 个国家级优秀旅游城市。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为贵州省旅游产业贴上了具有较强区分度的标签，特殊

地貌构建的生态特性为贵州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与生态优势，这也为贵州省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基础。 

2． 多民族构建的原生性 

贵州省是古氐羌、百越、百濮以及苗瑶四大族系的交融之处。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有 49 个在贵州省域内分布，少数民族

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37. 57%。各个少数民族的建筑、节庆、服饰、习俗等构成了贵州多样的文化底蕴。质朴的民风，各民族不同

的风土人情，独具特色的民间工艺等，为贵州省民族旅游产业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3． 红色资源构建的显赫性 

贵州是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之一，在这里，中国革命由挫折转向了胜利。这条长征的红线，不仅穿起了一个多彩的贵

州，更在贵州各族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给贵州革命的开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红军的革命事迹为美丽的贵州山河增添

了更多光彩，大量的革命文物与遗址、会址共同构成了贵州不可多得的红军长征文化旅游资源，为贵州省进一步开发红色旅游

资源和开展红色旅游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 二) 产业劣势 

1． 旅游产业交通条件落后 

贵州省是全国唯一一个缺少平原支撑的省份，素有“地无三尺平”之说，崎岖的山路极大地限制了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便

的交通既影响了外界游客入黔的便利性，同时也阻碍了贵州省旅游产业对外交往、国际交流、产业品牌推介的进程。 

2． 旅游产品同质化倾向严重 

省内各地区之间主打民族特色，具有民族风情的民俗园、民俗山寨等层出不穷，看似以当地特色为特点的民俗旅游实质上

却存在雷同的现象。旅游产品的开发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各地区之间具有很高的相似度，这也限制了贵州省旅游产业竞争

力的提升。 

3． 旅游产业配套措施滞后 

贵州省旅游产业在基础性设施建设、产业管理水平、产业制度设计方面存在着滞后性，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精细化管理和

服务，这就导致了旅游产业粗放型的发展。 

( 三) 面临的机遇 

1．“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2014 年 2 月以来，以省政府为主导的贵州大数据产业迅速发展，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发展集聚区的建立吸引了大批电子

信息产业的入驻，同时也吸引了大批科技爱好者的拥簇。2015 年 5 月 24日，“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暨全球大数据时代贵阳峰

会”的召开，意味着贵州省真正进入了“云时代”。这对第一、二产业薄弱的贵州省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大数据产业的发展

将生态与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样，大数据时代的贵州，旅游产业也正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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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体验旅游的主导 

根据历新建教授的分析，“全域旅游”就是各行各业积极融入，各部门齐抓共管，全域居民共同参与，充分利用目的地全部

的吸引物要素，为游客提供全过程、全时空的体验产品，从而满足游客全方位的体验需求。1970 年，美国未来学学者 AlvinToffler 

在其 The Third Wave 中提出了“体验经济”概念，认为“继产品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体验经济时代已经来临”。游客在旅游

过程中要充分调动人体感官，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全面参与并以此判断消费的感受和评价，所以关注游客旅游过程中的参

与、体验及感受评估就显现得十分重要。 

3． 交通条件的完善 

贵广、沪昆高铁的陆续开通，使贵州真正融入了全国高铁线路网，后续渝黔高铁、蓉贵高铁以及城际铁路的建设正逐步把

贵州打造成开放化的内陆省份。交通条件的改善也使贵州省旅游产业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 四) 面临的威胁 

1． 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贵州省位于我国的西南地区，虽然旅游资源极为丰富，但知名度并没有周边四川、重庆和云南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贵州省旅游产业对外开放与交流的步伐。 

2． 旅游资源的脆弱性 

贵州省特有的喀斯特地貌的地质条件极为脆弱，以少数民族为特色的民族风情旅游产业也正面临着不断汉化、萎缩的威胁。

同时，贵州省的旅游产业多以自然风光为主，极具替代性，非常容易被更为接近东部沿海地区和边境开放地区的省份所替代。 

3． 旅游者日益提高的需求层次 

虽然贵州省具有极为丰富的旅游资源，但这种资源优势远未转化为丰富的旅游产品，这主要体现为贵州省旅游产品较低，

文化内涵不高的文化品位以及低产出的旅游市场。旅游产品的性质仍为“观光型”，并未形成“目的地型”，旅游产品与周边地

区同质化倾向严重，没有建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独特品牌优势。
［8］ 

三、贵州省旅游产业竞争力分析 

( 一)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统计学方法，具有降低数据维度、简化数据的优点，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相关性

大小的不同将原始变量分组，使得同一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高，而不同组的变量之间相关性低。
［10］

为了便于研究并消除由于

观测量纲差异以及数量级的不同所造成的影响，本文将样本观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标准化处理后的变量均值为零，方差

为 1。原始变量以及标准化后的变量用 X 表示，用 F1，F2，…，Fm( m＜ p) 表示标准化的公共因子。如果: ( 1 ) X =( X1，

X2，…，Xp) ＇ 为可观测随机变量，其均值向量 E( X) = 0，协方差矩阵 Cov( X) = Σ，且协方差矩阵与相关阵相等； ( 2) F 

= ( F1，F2，…，Fm) ＇( m＜ p) 是不可观测向量，其均值向量 E( F) = 0 ，协方差矩阵 Cov( F) = 1 ，即 F 的各分量是相

互独立的； ( 3 ) ε = ( ε1，ε2，…，εp) ＇ 与 F 相互独立，且 E( ε) = 0 ，ε 的协方差矩阵 是对角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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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各分量之间也是相互独立的，则因子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 二) 旅游产业竞争能力评价指标的构建 

通过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
［3 － 5］

，在数据可获得的基础上，基于科学性、准确性和全面性的原则构建贵州省旅游产业竞争能

力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分别从经济能力( F1) 、环境能力( F2) 、人口能力( F3) 、文化能力( F4) 以及对外开放能力( F5) 

5 个维度对贵州省旅游产业竞争力进行评价。这 5 个维度中，经济竞争能力反映出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的资金支持和资本支撑

状况，决定着旅游产业发展的质量，所以该项目选取人均 GDP( X1) 、第三产业在 GDP 中的占比( X2) 、人均旅游外汇收入( X3) 、

人均旅游国内收入( X4) 以及人均旅游营业收入( X5) 5 个指标反映。环境竞争能力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体现出贵州省旅游

资源的共享程度和对外省旅游人口的吸引能力，所以该项目选取铁路营运路程( X6) 、公路营运路程( X7) 以及水运营运路程( X8) 

3 个指标反映； 人口竞争能力既可以反映出贵州省当前的旅游现状，也可以体现旅游产业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所以该项目选

取人口总数( X9) 、入境旅游人次( X10) 、国内旅游人次( X11) 以及旅游业从业人数( X12) 4 个指标反映；文化在现代旅游

产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文化竞争能力是旅游产业发展是否可持续的重要标志，所以该项目由星级饭店数量

( X13) 、拥有 A 级以上旅游景区数量( X14) 、客房入住率( X15) 、星级宾馆数量( X16) 以及旅行社数量( X17) 5 个指标反

映； 对外开放能力则由进出口贸易额( X18) 指标反映。以上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 1。 

数据主要采取 2007—2013 年 7 个年度的统计指标，主要来源于《贵州省统计年鉴》和贵州省旅游局官网。 

表 1 贵州省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旅游经济竞争能力 F1 

人均 GDP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人均旅游外汇收入 

旅游环境竞争能力 F2 

人均旅游国内收入 

人均旅游营业收入 

铁路营业路程 

公路营业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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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人口竞争能力 F3 

旅游文化竞争能力 F4 

水运营业路程 

人口总数 

入境旅游人次 

国内旅游人次 

旅游业从业人数 

星级饭店数量 

拥有 A级以上旅游景区数量 

客房入住率 

旅游对外开放竞争能力 F5 

星级宾馆数量 

旅行社数量 

进出口贸易额 

 ( 三) 贵州省旅游产业竞争能力评价 

1． 思路设计 

运用 SPSS 19． 0 软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相关指标变量进行处理: 将累计贡献率大于 85%的定义为第一主成分。根

据不同的指标对相应竞争力贡献度的不同赋予不同的比重，再根据主因子的分值和贡献率计算贵州省旅游产业竞争力分值。
［9］

同理，分值越大，贵州省旅游产业竞争能力就越强； 分值越小，贵州省旅游产业竞争能力就越弱。 

2． 实证分析 

利用 SPSS 19． 0 对 2007—2013 年贵州省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对 F1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求公共因子及荷载矩阵，得

出其解释的总方差( 表 2) 。 

表 2 F1解释的总方差 

成 

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 

(%) 

累积 

(%) 
合计 

方差 

(%) 

累积 

(%) 

1 4．422 88．449 88．449 4．422 88． 449 88． 449 

2 0．495 9．902 98．351    

3 0．081 1．619 99．970    

4 0．001 0．027 99．997    

5 0．000 0．003 100．00    

由表 2 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为 88． 449%，大于 85%，提取第一主成分进而得到: 

F1 = 0． 224 × X1 － 0． 173 × X2 + 0． 213 × X3 +0． 224 × X4 + 0． 225 × X5 

同样的方式对 F3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果( 表 3) 。 

表 3 F3解释的总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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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 

(%) 

累积 

(%) 
合计 

方差 

(%) 

累积 

(%) 

1 3．491 87．281 87．281 3．491 87． 281 87． 281 

2 0．473 11．824 99．105 
   

3 0．029 0．721 99．827 
   

4 0．007 0．173 100．00 
   

同样选取第一主成分，得到: 

F3 = － 0． 225 × X9 + 0． 280 × X10 + 0． 282 × X11 +0． 279 × X12 

在对 F4进行分析时发现有两个主成分，这就需要特殊处理，分析结果如下( 表 4、表 5) 。 

表 4 F4解释的总方差 

成 

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 

(%) 

累积 

(%) 
合计 

方差 

(%) 

累积 

(%) 

1 3．255 65． 097 65．097 3．255 65．097 65． 097 

2 1．360 27． 195 92．292 1．360 27．195 92． 292 

3 0．303 6．066 98．358 
   

4 0．077 1．548 99．906 
   

5 0．005 0．094 100．000 
   

表 5 F4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成分 

1 2 

X13 0．275 0．202 

X14 0．095 0．658 

X15 0．287 0．187 

X16 － 0． 251 0．402 

X17 － 0． 277 0．256 

对于存在两个主成分的指标，需要进行赋权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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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方法可以运用于对 F2、F5 的分析，如此可以得到 F1 ～ F5的综合指标( 表 6) 及其系数矩阵( 表 7) 。 

经过分析，综合指标的得分表达式为: 

 

表 6 综合指标解释的总方差 

成 

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 累积(%) 合计 方差(%) 累积(%) 

1 4．896 97．918 97．918 4．896 97．918 97．918 

2 0．094 1．871 99．788 
   

3 0．011 0．212 100．000 
   

4 8．762E －17 1．752E －15 100．000 
   

5 －1．018E －16 －2．036E －15 100．000 
   

表 7 综合指标得分系数矩阵 

 成分 

1 

Z1 0．203 

Z2 0．202 

Z3 0．203 

Z4 0．197 

Z5 0．204 

通过以上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得出如下贵州省旅游产业竞争能力的分值( 表 8) 。 

通过对 2007—2013 年贵州省旅游产业竞争能力指标的量化可知，在所考察时间序列之内，贵州省旅游产业竞争能力虽然不

是很强，但一直在提升，尤以 2009—2010 年度与 2011—2012 年度增势最为明显，这也与贵州省旅游产业现实境况相符: 在全

国空气污染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的情况下，贵州省“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协同发展的生态经济模式所带来的效益逐渐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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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成为贵州省旅游产业的强劲后发优势。 

表 8 贵州省旅游产业竞争能力得分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得分 －1．068 58 －0．849 00 －0．753 87 0．178 48 0． 269 11 1．031 11 1．549 70 

四、提升贵州省旅游产业竞争力策略 

通过以上对贵州省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仍处于比较弱的地位，无论是经济、文化、

人口还是环境、对外开放程度对本省旅游产业的贡献度都较为低下。相对落后就意味着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贵州省旅游业发

展潜力巨大。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拟从外部环境和内部实力两个方面对提升贵州省旅游产业竞争能力提出建议。外部

环境是指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的外部客观限制性因素以及扶助性政策支持； 内部实力是指产业发展的内生因素，主要由经济实

力和文化实力构成。 

( 一) 外部环境 

指标体系中的 F2、F5对旅游竞争力的贡献度分别只有 0． 202 和 0． 204，这说明两个指标所涉及的交通基础设施、对外

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努力还有待加强。针对这样的分析结果，提出如下基于外部环境的提升策略。 

1． 改善交通条件，积极融入全国性旅游市场 

时至今日，交通条件依旧是最为限制贵州省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因素。交通便利与否直接影响到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

选择和旅行成本。新的国家道路交通规划已然正在向贵州省倾斜，“贵广”“沪昆”高铁的相继开通使贵州真正融入了全国交通

大动脉，但省内落后的交通环境仍有待改善，贵州省相关部门应依托现有交通规划体系，构建“水运、陆运、航空”三位一体

的立体式交通格局，打通外界入黔的“黄金大道”。 

2． 加强对外交流，积极融入国际性旅游市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我国旅游产业与国际市场的交流也愈渐频繁，这对于沿海、沿边省份来说是一个机遇，

可以享受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但对于深居内陆的贵州省来说，对外合作与交流就极为不利。若要提升旅游产业竞争

力，贵州省应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地区性的旅游发展带动区域性的旅游产业协同合作，
［5］

并依托西南地区的区位条件和

区域性深化合作的基础，提升本省旅游产业的体验品质，强化国际旅游合作。“走出去”走得好才能“引进来”引得好，以国际

化的眼光参与全球旅游市场的竞争，并及时、有效吸收国外先进、成熟的发展经验，与当地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具有贵州特

色的国际旅游产业“合作共赢之路”。 

( 二) 内部实力 

指标体系中的 F1、F3、F4 项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 203、0． 203 和 0． 197，这 3 个指标反映出贵州

省旅游产业发展的内部软实力同样存在较弱的现实。外部环境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自身的内部实力才是旅游产业发展的

充分条件，只有促使“软实力”质的突破，才会真正提升旅游产业的竞争能力，才能实现旅游产业由“大”到“强”的升华。

基于此，提出以下有望提升贵州省旅游产业内部实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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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经济实力，实现贵州旅游“跨越式”发展 

综观经济发达省份的旅游产业贡献率可以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旅游产业收入占比比较高，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基础

比较雄厚，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时发达的旅游产业也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反哺”作用，这就形成了“经济

实力支持旅游实力，旅游实力正反馈于经济实力”的良性循环。所以，贵州省发展旅游产业需要具备良好的经济环境。经济实

力是旅游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支持条件，省级财政应设立专门的旅游产业发展基金，大力推动旅游产业的集群化发展以及相关产

业链的开发。 

2． 提升文化实力，打造贵州旅游“升级版” 

单纯的景观旅游已无法满足旅客日益多样化的旅游体验。
［6］

贵州省应借助本省深厚的民族生态和原生态文化资源，积极推动

景观旅游产业与文化旅游产业的有机结合、协调发展； 充分利用民族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国酒文化等优势，提升贵州

省文化软实力； 积极挖掘潜在旅游资源，并逐步形成本省的特色品牌。同时，也要重视人力资源的作用，培养高层次的旅游业

人才队伍，为贵州省旅游产业的持续、高效发展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撑。 

参考文献: 

［1］历新建，张凌云，崔莉． 全域旅游: 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的理念创新———以北京为例［J］． 人文地理，2013( 3) : 

［2］丁蕾，吴小根，丁洁． 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J］． 经济地理， 2006，26( 3) : 511 － 515． 

［3］陈晓，李悦铮． 环渤海主要滨海城市旅游竞争力定量研究［J］．经济地理，2008． 28( 1) : 158 － 162． 

［4］张河清，田晓辉，王蕾蕾． 区域旅游业竞合发展实证研究———基于珠三角与长三角城市旅游竞争力的比较研究

［J］． 经济地理，2010，30( 5) : 871 － 875． 

［5］高爱颖，体验经济的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体验［J］． 求索，2013( 8) : 259 － 261． 

［6］逯宝峰． 区域旅游产业结构评价与优化策略［J］． 企业经济，2013( 12) : 120 － 123． 

［7］闫翠丽，梁留科，刘晓静，王文静． 基于因子分析的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以中原经济区 30 个省辖市为例［J］． 地

域研究与开发， 2014，33( 1) : 63 － 67． 

［8］李春玉，马金凤． 科学谋划深度开发生态旅游［J］． 奋斗，2015( 03) : 38 － 39． 

［9］焦爱丽，李诚固． 东北地区旅游产业竞争力研究［J］． 经济纵横，2015( 4) : 125 － 128． 

［10］何晓群． 多元统计分析［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