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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MP 分析的贵州温泉旅游规划 

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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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学 商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 要】：在“十三五”规划里,国家明确指出发展温泉旅游,以此为契机,中国温泉旅游行业迎来了一个极为

重要的发展机遇。RMP分析是我国著名旅游学者吴必虎于 1999年提出的一种以产品为中心的旅游规划模式。本文首

先运用 RMP 分析法,从资源、市场和产品的角度,分析了贵州温泉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接着分析了贵州温泉旅游规划

中的现存问题,最后提出了相关规划建议及意见,力图对未来贵州温泉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帮助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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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贵州温泉旅游的 RMP 分析 

RMP 分析(昂普分析)理论认为在区域旅游规划中应当以旅游产品为核心,在对资源(resource)、市场(market)仔细分析的基

础上,结合产品(product)进行规划设计。该理论中强调“资源综合评价和有效利用、客源市场分析预测”的思想内核与温泉旅

游中重视资源合理开发的思路不谋而合,因此十分适用。 

1.1贵州温泉旅游的资源分析 

2017 年 12 月,国家颁布了《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将贵州省确认为试点省,贵州省内开始摸索地热资源“探采分离”

的道路,对全省的地热资源进行详细调查。温泉旅游虽然高度依赖于现有资源条件,但温泉旅游资源不仅包括温泉本身,还包括当

地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配套基础设施等。 

1.1.1地质特性 

贵州地下热水的热储层位较多,岩石构成多为碳酸岩,地表水渗透寻循环作用形成了碳酸温泉;从地质类型上来看,贵州省的

地下热水以隆起断裂型和沉降盆地型为主,构造变形程度不明显,存在构造破碎带,有利于泉水涌出;从地热系统类型上来看,循

环型的地热系统促成了温泉的形成。 

1.1.2理化性质 

贵州温泉水质优良,富含三十余种微量元素,元素含量合理,部分达到了饮用矿泉水标准,人体浸泡在这样的温泉中,能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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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舒缓放松、实现保健美容,消除疲劳、白嫩皮肤、促进身心健康。在九十余处露出温泉中,三分之二的温泉为温水,水温在四

十度左右。 

1.1.3分布情况 

贵州温泉资源丰富,约八十个县市均有温泉分布,主要集中在贵阳、六盘水、铜仁等地,呈现出北多南少的不平衡分布特点。

2016 年,贵州省已经探明的温泉资源就有两百余处,其中半数左右为自然露出泉,优良级温泉资源约八十处,地热覆盖范围遍集全

省,这在全国来说都是数一数二的。 

1.1.4风土人情与自然景观 

贵州作为一个民族风情十分浓厚的省份,少数民族风情与温泉资源交相呼应,带领游客观赏风格别致的民族建筑,在泡温泉

后品尝民族特色小吃、欣赏民族特色歌舞,可以使得贵州温泉的旅游形象更加丰富立体;贵州温泉主要出现在风景秀丽的自然地

带,周边环境优美,景观资源丰富,资源配比协调。 

1.2贵州温泉旅游的市场分析 

温泉产业属于十大健康产业之一,2018 年,我国六十五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了 11.9%,已然迈入了老龄化社会的行列,预计

到 2023年,我国老龄化人口数量将达到 2.7亿,亚健康人群及老年人都属于温泉旅游的潜在消费群体。而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也

将带来巨额的市场增长,目前我国中等收入人口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大多比较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关注生活品质,也有

能力负担得起中高档的温泉旅游产品。 

我国温泉旅游市场规模年平均增长率 45%,市场前景广阔,行业发展潜力巨大,预计 2020 年全国温泉旅游总次数达到 10.6 亿

人次,占国内旅游人数的五分之一,位居各种旅游业态之首。2019年前三季度,贵州省温泉旅游景区接待游客达到五百五十万人次

左右,综合收入约 27亿元。 

相比于云南、广东、四川等温泉数目丰富的省份,贵州省在温泉数量上不占优势;贵州省在旅游形象的打造上略显乏力,这都

导致贵州省温泉的知名度较小。当前的游客仍以本地游客为主,年龄主要集中在 19-40岁,游览目的主要是私人性质的休闲度假。 

1.3贵州温泉旅游的产品分析 

贵州省温泉旅游资源已有 46处处于开发运营期,29处正在建设,16处拟开发,一百五十余处待开发。全省有温泉资源型省级

旅游度假区十家。借由近些年的政策东风,贵州各地都开始了温泉的开发建设,大大小小的温泉遍地开花:打造出智慧旅游服务平

台,在贫困地区挖掘地热资源建设温泉,开发具有休闲养生效果的医疗康养产品。但由于短期快速的开发,导致温泉产品的质量参

差不齐,这大大降低了游客对于贵州温泉产品的信任感。 

目前市场的主流是打造以温泉为主题的康养度假胜地,大部分温泉景区的餐饮及住宿价位较高,因此景区的大部分营收还是

来源于门票,在产业链延伸及附加值提升上仍有可进步之处。 

2 贵州温泉旅游规划的现存问题 

2.1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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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温泉旅游资源丰富,但在规划设计上缺乏新意,产品同质化严重,各个温泉景区提供的主要产品大同小异,只是在环

境、服务、价格等方面存在差异,各个景区的产品结构都比较单一。规划人员在工作中缺乏热情,只是去仿照市场上热门的产品

进行设计;在进行目标市场选择时也没有培养起长远思维,导致客源市场在地域结构方面存在极强的一致性。同质化的产品使得

市场失去了活力,也不利于游客在市场上进行产品识别,大大降低了游客的旅游满意度,导致游客对贵州旅游产品的信心下降。 

2.2定位模糊,缺乏代表性口号 

当前贵州旅游提出了“多彩贵州”的总体口号,下属各市提出了“风情黔东南”“桃源铜仁”等口号,从不同角度入手强调

贵州的风土人情与自然资源盛况,但大部分温泉景区尚未结合实际提出独具特色的口号,当游客提及贵州温泉时只会想到泉水的

温暖舒适,没有一个提纲挈领的响亮口号来使得游客的模糊印象变得清楚。 

2.3破坏环境,存在建筑污染和环境污染 

贵州省自然风光秀美,资源优势得天独厚,温泉景区大多坐落在环境良好的山区内。但目前的温泉规划开发大多结合房地产

开发项目进行,在建设过程中可能不可避免地会对山体、植被等造成破坏,建筑在建筑风格、主打色调等方面显得突兀,影响了当

地生态景观的完整性,带来了建筑污染。温泉景区的核心是温泉,但地热资源开发本身也会带来环境污染,这些都是开发者必须要

面对的问题。 

2.4交通闭塞,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2015 年贵州才开始融入全国高铁网中,起步相对较晚。贵州的温泉大多位于位置偏僻的河沟溪流旁,而游客大多居住在城市

里,因此需要在路途中花费大量时间,影响游览心情。由于坐落于山地丛林之间,因此管道铺设存在困难。温泉景区在早期规划设

计时没有选择质量上乘的管道,多年来,部分管网出现老旧失修、蓄热能力下降的情况。 

2.5资金投入不足,开发利用度低 

一个设施完备的温泉景区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资金数目可能达到上亿元,因为温泉景区的开发包括在原始生态基础上建

造温泉池、周边度假酒店和大型娱乐设施的修建等多种项目。目前贵州省的温泉开发资金主要来源于各投资开发公司,依靠资本

的力量推动其运作,涉及到政府财政拨款的地方较少,短缺的资金必然会限制规划人员的思路,不利于景区建设。 

虽然贵州省内温泉数目多,但开发利用度低,山野间存在各种“野温泉”,在温泉产品设计时没有很好地设计延伸产品,温泉

资源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2.6整体布局杂乱,景观质量差 

温泉的规划大多要依托原始部落,但大部分温泉所在地的原有村落布局都有些凌乱,例如房屋依着山势而建、沿河流而设,房

屋建筑质量良莠不齐,外观不够精美,这就使得景区的景观质量差。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剑河温泉,政府将温泉与当地苗侗风情

完美结合,对既有村落加以休憩整改,从外在形式上对房屋进行规范,房屋布局也进行统一规划。 

3 贵州温泉旅游规划的解决对策 

3.1依托民族文化资源,强调故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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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的大形势下,想要突出重围,必须要强调文化特色,把握好景区的文脉与史脉;一个历史悠久的温泉背后可能有着动

人的神话传说、历史典故,开发者要善于挖掘。贵州省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有着广阔的可操作空间:例如苗侗族人民对银制饰品有

所偏爱,而银制器物具有的杀菌功效与人们泡温泉时对于健康卫生的追求不谋而合,在进行温泉场地设计时,营造浓厚的民族风

情,强调深厚的人文底蕴。 

3.2产品整合创新,雇佣专业人才 

经济快速发展,大众需求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这就对温泉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进行温泉产品设计时,争取全方

位覆盖不同消费能力的群体;产品设计时应当避免同质产品,例如遵义市水景温泉景区就独树一帜地提出了“泉神”的概念,属

于世界首创。除此之外,还要深入进行产业整合与业态延伸,形成休闲产业集群。除此之外,为了规范游客的使用、达到最佳的治

疗效果,应该配备医疗顾问、养生专家等。 

3.3以人为本进行线路设计与空间布局 

在进行游览路线设计时,尽可能让游客在单趟游览中就欣赏到景区全部风貌,避开景观价值不大的游览地点;交通方式要结

合实际情况进行规划,达到移步换景;基础服务设施也要进行人性化设计,考虑到弱势群体的需要。温泉景区在选址布局时,要以

目标市场为导向,在条件允许范围内最大可能地向客源市场和经济发达地区聚集;体贴周到的服务有利于温泉场景仪式感的营造,

在服务过程中要注意与游客的情感交流。 

3.4活用现代科技,建立旅游地形象识别系统 

当前贵州各温泉旅游景区的产品区分度不是很大,管理者应该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打造独一无二的旅游地形象。首先确定发

展战略和市场战略,有侧重点的选取目标人群;其次要规范内部管理制度,营销宣传活动的实践过程中也要充分贯彻落实前期选

定的主题理念;最后是视觉识别系统,温泉景区标志物、建筑外观等都应该既夺人眼球又不过分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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