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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黔东南州的民族文化旅游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的发展还是

存在一些问题,在分析问题的同时,也探讨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 

【关键词】：黔东南州 民族文化旅游 旅游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1 民族文化旅游和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的定义 

民族文化旅游是旅游的很常见一种形式,同时也是文化旅游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以当地民族的各种文化以及旅游目的

地的自然风景为主,使游客在旅行的过程中感受、体验并且融入当地民族文化中的一种旅游形式。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是指以各

种民族旅游资源为基础,采用市场化的操作手段对它进行开发、利用、包装、消费等,形成一系列的产业运作,并且对产业结构进

行运作、调整、优化,达到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和“吃、住、行、游、购、娱”六大子产业的协调发展,并产生多方联动效应,促进

当地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 

2 黔东南州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的条件 

2.1黔东南州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介绍 

黔东南州坐落在贵州省东南部,是云贵高原的一部分,是贵州、湖南、广西的交界处,是夜郎古文化的诞生地,是古代的苗疆

腹地。2017 年末统计,黔东南州的总人口达到了 352.37 万人,80.3%的人口是少数民族,其中苗族占到了 42.5%,侗族占到 29.5%,

州内山峦延绵,原始生态保存较为良好,森林覆盖率达 65%,有雷公山、云台山等原始森林,原始植被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达 29个。

州内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素有“歌舞之乡”、“百节之乡”、“真正的原生态”“天然的大氧吧”之称。黔东

南民族文化资源主要有:(1)节庆文化。对于黔东南苗侗人来说天天都过节,一年中的节日多达 200多个,节日气氛很浓,在国内外

具有影响力的节日有雷山鼓藏节、台江的姊妹节、凯里的国际芦笙节、萨玛节等。(2)民族服饰文化。在苗侗服饰中比较出名的

是苗族服饰,它比较明显的特征是男装比较简朴女装相对来说比较豪华,女装最多都是裙装,服饰中用得最多的图案是蝴蝶,各种

各样的蝴蝶,水牛也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图案,年纪不同,图案的颜色也不同,年轻人的图案色彩是红艳的,老年人的颜色暗淡些,衣

服几乎全部为刺绣,很有自己的特色,苗族服饰是苗族目前现存的活化石。(3)民族歌舞文化。黔东南民族歌舞内容丰富,苗侗人

们喜爱唱歌跳舞,以歌为天,以舞为地,有各种各样的苗歌,结婚的时候有结婚歌,欢度节日的时候有节日歌,迎客的时候有迎客歌,

耕种的时候有耕种歌,苗族的歌曲是反映苗族日常的各种生活的,与生活戚戚相关。(4)民族建筑文化。比较出名的有苗族的具有

特色的吊脚楼、侗族的鼓楼、风雨桥、寨门,这些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比较高的艺术价值,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结晶。(5)宗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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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苗族是一个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多神的民族,这个民族相信万物是有灵的,他们把这种朴素、简单的宗教观念充分地

表现在服饰和建筑上。 

2.2黔东南州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的有利因素 

2.2.1政策因素 

黔东南州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受到了中央、省的高度重视,他们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黔东南州的经济发展,

为黔东南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提供了政策条件。全国经济进行结构升级时,各省都把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黔东南州同

样很重视旅游业的发展,在黔东南州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旅游活州的战略,贵州省提出了《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黔东南

自治州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黔东南编制了《黔东南州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各级政府从政策上、资源上、金融上

等方面支持黔东南州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2.2.2市场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收入逐年提高,对旅游、娱乐等方面消费也不断增加。表 1得出的结论:第一:从 2014—2017

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性支出都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第二:文化娱乐方面的人均消

费支出基本上快于可支配收入和总消费性支出,同时明显比医疗保健、衣着、交通通信的支出多,仅次于食品、居住、交通通信。

第三,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连续几年同比增长 10%,都快于 GDP 的增长。从表上我们可以看出收入增加了,消费支出也增加了,

特别是对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也增加了,同时对旅游的需求也增加了,所以黔东南州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具备了很好的市场条

件,市场潜力空前巨大。 

表 1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支出 

年份 
人均可支配收

入(元) 

可支配收入同

比增长(%) 

人均消费性支

出(元) 

人均消费性支出

同比增长(%)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人均消费性支

出(元) 

占总消费性

支出(%) 

人均消费性支出

同比增长(%) 

2014 20167.1 10.14 14491.4 9.61 1535.9 10.6 9.89 

2015 21966.2 8.92 15712.4 8.43 1723.1 10.97 12.19 

2016 23821 8.44 17110.7 8.9 1915.3 11.19 11.15 

2017 25973.8 9.04 18322.1 7.08 2086.2 11.39 8.92 

 

3 黔东南州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3.1民族文化旅游产业链条短,没有形成多方联动 

虽然黔东南州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但是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水平还不是太高,旅游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

具体来说,黔东南的很多苗寨比较出名,开发时间相对较长,经验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但是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广度和深度

远远不够,大部分的旅游只是停留在观光阶段,这种旅游的方式比较粗放,比较原始。旅游商品与其他旅游区的一样,式样雷同,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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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色,质量参差不齐,游客对这些已经形成视觉疲劳。在住的方面,也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全州达到星级酒店标准的为 55 家,

四星级的为 8家,三星级的为 34家,另外 13家为三星级以下,对于整个州来说,没有一家酒店达到五星级标准,和旅游大州的身份

不匹配。从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来说,黔东南州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链条比较短,根本没有形成健全、标准的产业体系,旅游产品

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产品附加值相对比较低,民族文化旅游总产业与吃、住、行、游、购、娱等各子产业之间未形成很

好的联动效应。 

3.2黔东南州民族文化旅游缺乏区域间合作,整体的竞争力弱 

黔东南州的旅游局与贵州省内外旅游部门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和合作,出险各自为政的现象,缺乏对各种旅游资源进行统一

协调和整合,整体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比如说黔东南州民族文化旅游没有实现在州内各县、各景区旅游资源的整合,更缺乏与州

外、省外旅游资源的整合,这对于黔东南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是不利的。 

3.3没有与其他产业进行融合 

黔东南州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还只是停留在单打独斗上,没有与其他的产业进行融合,所以旅游产品的层次还比较低,不能

打造出高端的旅游产品。 

4 黔东南州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发展的思路 

4.1延长旅游产业链条,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加强产业的联动 

黔东南州在提高观光旅游产品质量的同时,应该推出游客喜爱的体验型、娱乐型、休闲型、度假型旅游产品,通过深度挖掘

苗侗文化资源的内涵,开发出有特色和竞争力的民族旅游商品、民族特色旅游餐饮、民族特色娱乐项目,加大对酒店、餐饮饭店

的投资力度,推出特色餐饮,从数量上达到基本要求,从质量上精耕细作,尽量加强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体系,优化民族文化旅游

产业的结构,协调发展好民族旅游总产业和“吃、住、行、游、购、娱”六大旅游子产业,尽量地延长民族文化旅游的产业链,加

强各产业的联动作用。 

4.2加强州内外区域合作,增强旅游产业竞争力 

黔东南州在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练内功的时候,还要抬起头来往外看,要加强州内外区域合作,第一,要加强州内各县旅游资源

的整合,建立州内内部的旅游联合协调机制,做到资源共享。第二,要与州外和省外(湖南、广西、云南)和合作,打破行政区划限

制,加强整合,使一加一大于二。具体来说,湖南张家界、广西桂林、云南丽江都可以合作,他们与黔东南州的民族文化旅游形成

互补,共同扩充客源市场,增强了各自的竞争力。 

4.3加强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打造出自己的高端旅游产品 

加强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方面的融合,推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歌舞,形成黔东南自己的民族歌舞品牌。比如:打造出如《银绣》、

《守望》这样的民族舞台剧目,拍出具有苗侗特色收视率高的电视剧,让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进行深度融合。加强旅游产业和农

业的融合,大力发展乡村民族旅游,将农事体验、农村田园风光、亲子采摘、家人耕种和民族旅游结合起来,增强民族旅游的互动

性、体验性、娱乐性、参与性、休闲性。黔东南州山高多林,医药资源非常丰富,盛产天麻、太子参、五倍子等药材,可以将旅游

产业和医药产业相融合,医药知识普及项目、山地药园风光的参观项目、药材采摘项目、药材耕种项目、瑶浴体验项目、食疗体

验项目等都可以成为新的、比较有竞争力的旅游项目,大大地丰富了民族旅游活动的内容,提高了民族文化旅游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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