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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河县旅游业发展对策研究 

朱士鹏 杨胜锋
1
 

（六盘水师范学院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贵州 六盘水 553004） 

【摘 要】：剑河县坐落于黔东南州中部，其区位条件优越、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旅游业具备良好的条件。采用

SWOT分析法对剑河县旅游业发展进行分析，明确其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促进剑

河县旅游业发展的对策，旨在为政府部门制定剑河县旅游业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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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河县位于黔东南州，境内旅游资源丰富，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剑河县在“十二五”期间，明确提出了

“旅游富县”的战略，把发展旅游作为拉动县域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但是，与周边邻县（镇远、雷山、锦屏等）相比，剑河县

旅游业发展相对滞后，水平较低，同时，其旅游业发展也面临着内部自身系列问题的限制与外部激烈竞争的挑战，因此，对剑

河县旅游业发展进行研究十分必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 swot分析法对剑河县旅游业发展进行分析，明确剑河县旅

游业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促进剑河县旅游业发展的对策，旨在为政府部门制定剑河县旅

游业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1 剑河县旅游业发展现状 

2018 年剑河县接待旅游总人次 337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25680 万元，与 2017 年相比，分别增长了 35.6%、35.5%，增速较

快。截至 2018年底，全县获批 2处国家级地质公园、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个省级风景名胜区、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处 A级以上旅游景区、7个州级重点民族文化旅游村寨。全县各级饭店宾馆及客栈有 405家，其中星级以上 9家。旅行社 5家，

常驻导游 4人，苗侗特色旅游商品开发公司 1家，本地传统手工艺品加工店 7家。全县旅游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达 5000人以上，

间接带动邮电通信、交通运输、购物文娱、商业金融等行业发展，并提供 2万个以上就业岗位。 

2 剑河县旅游业发展 SWOT 分析 

2.1优势分析 

2.1.1区位条件优越。 

从交通区位上看，剑河县位于黔东南州中部，西距贵阳空港 195km，北距湘黔铁路 50km，南距黎平机场 130km,320 国道、

思剑高速、65 号高速公路从县城穿过，交通较为便利；从旅游区位上看，剑河风景名胜区为贵州东线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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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黎从榕侗族风情旅游区，北接舞阳河景区，是黔东南州旅游的中间枢纽和游客集散地。 

2.1.2旅游资源丰富、等级较高。 

据剑河县旅游局普查数据，目前剑河县共有旅游资源单体 136 个，涉及国标分类中的 7 个大类，16 个亚类，总体上看旅游

资源丰富，类型多样；136 个旅游资源单体中，优良级旅游资源 21 个（五级 0 个，四级 6 个，三级 15个），占全部旅游资源比

重的 18.38%，整体上看，旅游资源等级较高。 

2.1.3民族风情独特。 

剑河县境内苗、侗族人口占 95%以上。苗、侗民族风情各具特色，对各地游客的吸引力较强，其中，有着独具韵味的特色村

寨，如展留村（特色：锡绣文化）、久吉村（特色：苗族建筑）、小广村（特色：古老原生态婚俗）等；别具一格的民间饮食，

如清江河鱼、剑白香猪等；技艺高超的民间工艺，如红绣、锡绣、银饰、服饰、竹藤编织等；丰富多彩的民俗节庆，如六月六

歌会、苗年等；魅力十足的民间文艺如仰阿莎古歌、苗族飞歌、侗族大歌等。 

2.2劣势分析 

2.2.1旅游基础设施不足。 

旅游基础设施较为薄弱，主要表现在：县内乡镇虽然都通了公路，但有些乡镇的公路等级较低，尤其是通往景区（点）的

公路等级更低，如县城通往百里原始森林、八万山等景区，公路等级低，通行时间长，可达性较差；停车场、旅游厕所数量不

足、等级低，满足不了游客的需求。如柳富、展溜等景区的停车场、公共场所、旅游厕所等设施不足的现象表现的极为突出。 

2.2.2旅游企业发展滞后，游客接待能力不足。 

截至 2018 年，剑河县仅有 5 家旅行社、405 家旅游接待酒店、宾馆和农家乐，但各旅行社大多是以“一桌一椅一电脑”的

简单办公方式存在，旅游酒店、宾馆和农家乐大部分都是规模较小，层次较低，星级以上的只有 9 家，满足不了游客的需求，

尤其旺季，供需矛盾极为突出。 

2.2.3旅游专业人才缺乏，服务水平低。 

截至 2018 年 6 月，剑河县常驻导游人员只有 4 人，而从事旅游服务的人员（包括酒店、餐饮、景区、旅行社等），大多学

历低，服务技能差，服务意识落后，而且很多旅游企业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其他行业转行进入旅游业，他们既没有从事该行业的

经历，也没有系统的学习过专业知识。从整体上看，剑河县旅游专业人才缺乏，服务水平低。 

2.3机遇分析 

2.3.1政府政策大力支持。 

首先，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推进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 号）；其

次，贵州省也出台了关于加快旅游业转型发展的一系列文件，如《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2002

年）》、《贵州省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为省内各地发展旅游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政策支持；再次，剑河县也制定了《剑

河县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2016-2030》、《剑河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等政策，着力强调了实施“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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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富县”的战略。各级政府制定的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意见及规划将进一步推动剑河县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2.3.2国内需求持续增长。 

一方面，我国陆续调改法定节假日，为人们带来了许多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有的企业还颁布带薪休假的制度，致使外出

旅游的游客数量得到不断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人们的收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活动不断

密切，国内游已成为一种趋势；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旅游需求呈现多样化；加

之如今社会竞争压力不断增大，通过旅游来缓解压力已经成为人们的首选，如节假日期间，部分城镇职工选择到乡村去旅游，

从而远离嘈杂的城镇缓解工作的压力，让自己回归到大自然中来。 

2.4威胁分析 

2.4.1区域竞争日益加剧，客源市场被多方分流。 

随着旅游业如火如荼的发展，旅游产业逐渐成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剑河县坐落于黔东南州中部，周边有 9

县毗邻，其旅游业发展与这 9 个县分享着共同的旅游客源市场，各县间形成激烈的竞争态势。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全州旅游

业的发展，各县都在致力于培育当地的王牌产品，塑造独特的旅游景点。如雷山有“西江千户苗寨”、镇远有“镇远古城”“舞

阳河”、台江有“苗族姊妹节”、锦屏有“三江水利风景区”、黎平有“肇兴侗寨”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分割着一定比例的旅游

客源市场；另一方面，剑河县不少旅游资源与周边 9 县的同质化较为严重，如当地的苗侗民俗风情体验与台江、三穗、黎平、

天柱等都有所同质，使一些游客到了一地就不想再去另一地了，从而引发较大市场竞争。因此，如何深入挖掘旅游品牌的吸引

力，从各县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剑河县旅游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所在。 

2.4.2环境卫生亟待改善。 

剑河县整体环境卫生较往年虽有所好转，但仍有脏、乱、差的现象。如剑河美食一条街的卫生问题，因为管理不到位，导

致生活垃圾、油渍、污水等乱丢、倒的现象依然存在；展溜、基佑、柳富等乡村旅游地，居民把一些生活杂物堆放于公路边，

乱占公路，导致交通拥挤，影响景点容貌；还有些工厂排放的大气和水污染现象，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到剑河仰阿莎湖景区及

周围居民的居住环境等。环境卫生脏、乱、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剑河县旅游在游客心目中的形象。且目前，随着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人民需求层次也在不断变化，现阶段游客更注重于放松身心，因而环境卫生的好坏对于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影响

较大。 

2.4.3旅游开发风险较大。 

目前，县委、县政府在不断加大对旅游业的投资，以抓旅游、促消费为经济发展的着力点，稳固推进旅游业不断向好发展。

但在对旅游资源开发的进程中，一般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虽说旅游业是朝阳产业，然而并非投资了就必然获得可观收益，有时

资源环境可能会被破坏，导致资源浪费。如目前许多城市都在做“温泉疗养”的项目，但实际效果并不如人意。现在剑河县也

在大力发展温泉养生旅游项目，其各要素的开发都存在较大的风险。 

3 剑河县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3.1产品缺乏本地特色，雷同现象严重 

全县可供开发的旅游资源较多，但吸引游客的旅游产品没有得到突出体现，缺乏特色与创新。如旅游商品中的苗族银饰、



 

 4 

牛角梳、剑白香猪、酸汤鱼、老蔡牛肉等在凯里、锦屏、雷山、黎平、台江等县都在生产，且相关产品没有突出本地特色，缺

乏文化内涵，普遍雷同，难以引起游客的购买意愿。 

3.2旅游营销手段单一，宣传力度不足 

剑河县旅游企业营销手段较为单一，目前还普遍使用传统的直接营销手段（如各种展销活动，上门推销等）进行宣传。虽

然近年来，剑河县对于旅游宣传方式也做了改变，每年也都会到各地区参加旅游推介会，但由于宣传力度不够，方式单一，其

效果并不好，表现为剑河县近几年游客量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 

3.3民俗旅游产品文化内涵挖掘不够 

重点民族村寨具有丰富内涵的人文与风土特色的文化未能被充分挖掘。如展溜、柳富等特色民族村寨虽然得到一定开发，

但其深度与广度不够，表现为旅游产品未能同当地苗侗文化、风俗习性、人文景观紧密结合在一起。此外，特色民俗旅游商品、

原生态乡土风情开发滞后，未能形成本地特色，缺乏生命力与吸引力。 

4 剑河县旅游业发展对策 

4.1加大资金投入，完善相关配套设施 

想要树立旅游城市的良好形象，提高可进入性，必须加大旅游投资，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具体要做好以下三项工作：一是

统一旅游形象标识。借助先进技术，在剑河县的主要干道上，策划出既人性化又独特的标识牌，并标注明确的价格、出行路线

等。县域的建筑样式、街道特色等应趋于一致，彰显出剑河风格。二是兴建特色旅游接待设施。在兴建旅游接待设施时，要考

虑到不同层次旅游者的不同需求，投其所好。如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旅馆、旅游厕所等设施，避免一味追求现代风格而再建，

这样才既节省成本，又满足旅游者的审美效果。三是提供自驾游配套设施。 

近年来，自驾旅游方兴未艾。据剑河频道报道，2017 年“十一”期间，自驾旅游成为剑河温泉景区旅游的主要客源，约占

旅游总人数的 60%，但剑河县内自驾游相关旅游配套设施却十分缺乏。因此，剑河县应加大资金投入，从交通、住宿等方面考虑

自驾旅游者的实际需要，满足其对交通标志牌、景区（点）指示牌以及一些沿线的加油站、购物场所、汽车维修厂、停车场等

的特殊要求；编制出一系列“剑河县自驾游交通指南”和完备的全县景区（点）旅游图等，为自驾旅游提供便利及帮助。 

4.2引进或培养旅游专业人才 

当前，旅游业的发展对旅游从业人员的质量要求在不断提高。目前剑河县高层次旅游从业人员缺乏，低层次旅游人员过剩，

因此，引进或培养旅游专业人才是提高剑河县旅游业发展的关键。首先，旅游管理机构要积极引进一批从事旅游专业的高级人

才，对全县旅游开发进行全局谋划；其次，要做好旅游人才培训及培养工作，一方面，邀请省内外旅游专家对全县从事旅游行

业的员工进行培训，提高其服务水平和服务意识；另一方面，与凯里学院合作，选派优秀员工到凯里学院旅游学院进修。 

4.3创新旅游营销模式 

在当今社会，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传统的旅游宣传营销方式已不能满足目前社会发展要求，剑河县旅游业要想占有

一席之地，必须创新旅游营销模式。结合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剑河县今后旅游营销应采取政府、企业、居民、游客“四位一

体”的全民营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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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河县政府应利用互联网、电视、微信等媒介全方位开展剑河县旅游形象宣传，增加剑河县旅游曝光度，吸引更多潜在客

源；其次，剑河县政府应为来剑河县旅游的游客提供满意的公共服务，包括交通、通信等，对游客在剑河县旅游过程中遇到的

不公正待遇问题能及时解决。 

剑河县旅游企业首先应针对目标客源地和游客群设计不同特色的旅游产品，同时借助网络、电视、微信等媒介实施精准的

营销宣传；其次，在游客来剑河县旅游的过程中，旅游经营企业应根据游客需求，提供优质的旅游产品与服务，以增加游客的

满意度。 

剑河县当地居民应全面参与到旅游中去，以热情好客的态度欢迎游客的到来，为游客在剑河县旅游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提供

及时的帮助。 

政府、旅游企业优质的服务，加上剑河县当地居民的热情好客，让剑河县在游客中树立良好的口碑，进而让游客自发的在

朋友圈中宣传剑河县、推销剑河县旅游产品。 

4.4突出苗侗文化特色，丰富旅游业态 

以发展旅游业为主轴，充分展露剑河县繁多的苗侗特色文化和特有的民间产品优势，重点加强农民画、锡绣、红绣、苗侗

服饰、银饰、地方特色建筑、地方美食等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整合苗侗民族节日庆典、歌舞艺术，着力扶持一批以经营苗

侗特色文化旅游产品的企业，打造独具剑河苗侗特色的食、住、行、游、购、娱文化旅游产业链，丰富剑河县旅游业态。 

4.5深挖民俗文化的内涵，打造民俗旅游品牌 

要挖掘苗侗民俗文化的内涵，首先应该找准苗侗民族的文化体系。苗族、侗族有自己的文化节日（如六月六歌会、苗年等）、

民间文艺（苗族飞歌、侗族大歌等）、特色村寨（如展留村的锡绣文化、小广村的古老原生态婚俗等）、民间工艺（如红绣、锡

绣、银饰、服饰、竹藤编织等）、民间饮食（如清江河鱼、剑白香猪等）等。剑河县今后应围绕苗侗民族的这些特色民俗文化进

一步设计和创造旅游产品，打造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品牌，即重点开发原生态婚俗、苗侗族歌舞、银饰、服饰（红绣、锡绣）、特

色饮食等旅游产品，着力打造苗疆圣水、清江河鱼、侗族大歌、原生态婚俗等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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