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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中国西部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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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资源是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通过资源开发，使潜在的资源变

为现实的资源，使资源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得到了发挥和提高，从而促进旅游业的发

展. 但是只顾开发资源，而不进行有效的保护，或者只进行传统式开发，而不注重引进现

代资源开发与利用理念，那么旅游业也只会是昙花一现，将不能长久持续地发展下去. 在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具有生命线意义的内容. 借鉴人类对

资源开发的经验和教训，注重长远规划，少走弯路，就能加快缩短西部与东部之间差距的

步伐，实现各级政府确定的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 中国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其开发

和利用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广泛地被认为是本地经济增长的亮点. 本文对21 世

纪中国西部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进行了总结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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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地区具有发展旅游业的资源优势，

全国绝大多数的自然景观在西部地区均有分布，

特别是许多富有观赏价值的森林、草原、山脉、

河流和湖泊等自然景观分布在这一地区. 有五岳

中的华山、嵩山、衡山和恒山等名山；有张家界、

五台山等占全国总量近70 % 的国家级森林公园；

有四川的卧龙、青海的青海湖、湖北的神农架、

云南的西双版纳等动植物资源丰富的自然保护区.
这一地区在我国的世界自然遗产中所占的比例比

较大. 西部地区的人文资源也十分丰富，在我国

古代六大名都之一的西安，有诸如兵马俑这样的

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西部还有都江堰、灵渠等反

映古代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和智慧结晶的大型工程.
在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中，西部

地区占一半以上，西南和西北地区广泛分布的壮、

彝、白、傣、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等众多

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也是当地宝贵的旅游资源

（特别是西南地区聚居的彝族、白族、傣族、景颇

族、纳西族等26 个少数民族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习

惯，创造出灿烂的民族文化，也构成当地的丰富

而极富魅力的民族风情旅游资源）. 辽阔草原、雪

山冰川、沙漠风光等，都是西部地区独有的景观，

青藏、云贵、黄土、内蒙古等四大高原和柴达木、

塔里木、准葛尔、四川等四大盆地均分布在西部

地区. 积淀了中华文化之精华的敦煌莫高窟、云

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大足石刻等五

大名窟和黄鹤楼、岳阳楼等名楼也是中西部独特

的文化资源. 西部地区还有长江三峡、丝绸之路

等几项在世界有广泛影响的跨省区经典旅游线路.
在多年的探索过程中，部分地区摸索出了一

条通过旅游开发振兴经济的路子. 由于山高坡险、

地域偏狭、交通不便等区位方面的原因以及多种

因素的制约，位于西部地区的许多旅游资源往往

没有受到大的破坏，环境和景观都保护完好. 这

些深藏多年、未为人知的丰富资源，一旦得到合

理的开发和有力的宣传，可对旅游者构成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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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同时也可以吸引大量追求回归自然的旅

客. 当这些旅游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

更为重要的是开发利用、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1 西部旅游资源开发的几大趋势

现代旅游，在过去50 年间突飞猛进，取得了

辉煌的成绩和巨大的进步. 旅游业已经成为世界

第一大产业，而且持续发展的势头不减. 估计到

2010 年，世 界 旅 游 人 数 将 超 过 10 亿 人 次，到

2020 年，全球将接待16 亿国际旅游者，国际旅游

消费将达到2 万亿美元，国际旅游人数和消费年

均增长率分别为4. 35 % 和6. 7 % ，远远高于世界

财富年均3 % 的增长率. 到2050 年，世界旅游人

数将占到整个世界人口的30 % 左右. 随着科学技

术的进步、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可自由支配的

时间和收入的增多，对旅游的需求将更加旺盛.
可以预言，21 世纪的旅游业将获得更大规模、更

高层次的发展，旅游不仅是一种全球经济现象，

而且将成为一种大众生活方式. 与此相联系，21
世纪的旅游资源开发将出现以下几大趋势［1 ］.
1.1 以旅游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指导思想，树立生

态旅游理念

保护好旅游资源和建设好旅游环境，是21 世

纪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 因为，人们已经认

识到：旅游必须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的生存环境

成为一个整体，必须以保持和增进未来发展机会

为前提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指导思想，大力倡导

生态旅游的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
尽管人们对生态旅游的概念争论不休，但有

一点是明确的，即生态旅游应以生态保护为前提，

以环境教育和自然知识普及为核心内容，满足保

护与发展的目标. 因此，生态旅游是旅游业可持

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它是一种求新、求知和品位

高雅，集自然性、环保性和教育性为一体的高层

次旅游.
生态旅游，由于以“走近自然，认识自然，

回归自然，享受自然，保护自然，返璞归真”为

主题，符合主流消费者的旅游需求，具有特殊的

吸引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旅游发展的潮流，给

全球至少带来200 亿美元年产值. 我国目前已有

82 个保护区正式开办旅游业，年旅游人次在10 万

以 上 的 自 然 保 护 区 达1 2 个 ，年 总 旅 游 人 次 近

2 500 万，旅游收入52 亿元. 相信在21 世纪，生

态旅游将会异军突起，成为传播知识、倡导文明、

保护环境的主力军.
1.2 休闲度假型旅游取代观光型旅游将成为主导

潮流

观光旅游，是最基本的旅游活动，是人们萌

生旅游动机的第一选择. 以休闲度假取代观光旅

游或者赋予观光更深涵义是一种时尚，是未来旅

游发展的大趋向，也是旅游业发展进入成熟阶段

的表现. 因为，比之观光旅游，度假旅游更注重

生产效率和环境质量、更注重参与性和亲和性、

更适合现代人消费需求的口味. 世界著名的旅游

区，如墨西哥坎昆、土耳其安塔利亚、印尼巴厘

杜阿岛、韩国庆洲波门湖等，都是度假旅游资源

开发成功的范例. 我国的12 个国家旅游度假区的

建设，无疑将成为新世纪休闲度假旅游的样板工

程. 但是，休闲度假旅游资源的开发，一定要突

出个性和特色，兼顾中、低档消费需求，走滚动

发展之路.
1.3 主题公园建设的理性化和规范化特征趋于明

显

主题公园是具有特定主题、由人创造而成的

舞台化的休闲娱乐活动空间，是具有产品性、大

众性、参与性、创造性和艺术性的人造景点，作

为新兴的休闲娱乐产业，它是旅游走向成熟的一

种标志. 其建造必须综合考虑客源市场、交通、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旅游感知形象、空间集

聚和竞争等各方面的因素. 世界上不乏成功的主

题公园，如美国的迪斯尼乐园，中国深圳的锦绣

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和世界之窗等. 但更多的

是粗制滥造、盲目效仿、削价竞争的败笔. 因此，

主题公园的建设，要趋于理性，走向规范，科学

论证，精心规划，突出文化内涵，避免重复建设.
1.4 探险旅游更能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

探险旅游是一种特种旅游产品，其活动范围

是海 洋、沙 漠、戈 壁、大 江 大 河、海 岛、极 地、

高山、大峡谷、原始森林等尚未开发的空间，因

其具有艰巨性、风险性和刺激性，能最大限度地

满足旅游者猎奇的心理，深受中青年人欢迎. 尤

其是海底旅游，在美国、日本已悄然兴起. 上海

长风公园海洋世界的“水下婚礼”，就极富浪漫色

彩. 西部探险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它将成为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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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
1.5 工业旅游、农业旅游和教育科技旅游逐渐兴

起

工业旅游，是通过参观访问现代化的与百姓

生活密切的企业，以增长知识、汲取现代科技文

明营养的一种旅游方式. 这种工业与旅游的相互

协作，能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而提高企业的声望和吸引力. 世界上许多大企

业，如雷诺、标志、雪铁龙等，每年接待旅游者

都在20 万人次以上.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上海玉

雕厂、北京景泰蓝厂、杭州丝织厂、长沙远大空

调城等，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已经和正在加入旅

游行业.
观光农业旅游，是以农业资源为基础、生态

旅游为主题，巧妙利用城乡差异来组合旅游产品，

从而引起旅游者消费欲望，满足其各种需求，并

使之参与农业生产过程、享受生态农业情趣的一

种旅游形式. 观光农业，在国外已有30 多年的发

展历史，如美国仅东部地区就有观光农场1 500
家，法国北部工业区“工人菜园”、“第二住宅”、

“旅游农庄”，比比皆是. 1998 年我国“华夏城乡

游”推出的“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做农家活、

看农家景”的旅游产品，都是观光农业的例证.
观光农业，为游客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和体验生

活的场所，突出了城乡差异和地域文化，迎合了

大城市市民渴望回归自然的心态，所以必将在21
世纪得以快速发展.

教育科技旅游，依托著名的高等学府、科研

院所、网络信息和文体设施等，重点针对同行和

学生市场进行深度和广度开发，如修学旅游，科

考旅游，科普旅游，地质、地理、生物、考古等

专业考察，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已有类似的旅游

项目. 借助现代高科技，还可以从网上直销旅游

产品、预订和付款、发布电子广告和兴办网上学

校等活动，进而改变旅游教育的手段和现状.
1.6 会展旅游、商务旅游不断推陈出新

会展旅游、商务旅游，都是以公务、商务旅

行为主要目的，以差旅型旅游者为主体，主办会

议、商品展出同时进行观光游览的旅游形式. 据

专家估计，目前世界商务旅游人数至少占旅游者

总数的1／3 ，在旅馆的客房中商务公干的旅客约占

53 % . 1996 年，香港就有700 多个国际会议、60

多个大型展览交易会，每个交易会吸引海外商旅

客人3 000 人以上，平均每人消费近2 500 港元，

效益十分可观. 昆明，通过举办’99 世界园艺博览

会，旅游业高速发展，1999 全 年 旅 游 收 入 突 破

200 亿元，项目投资和经贸成交总金额超过150 亿

元，将拉动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 至3 个百分

点，世博会成为云南经济起飞的一双翅膀. 为 99
《财富》全球论坛年会专门修建的上海国际会议中

心，是上海最大的兼具宴请、聚会等多功能的大

厅，其气魄与豪华令来宾赞叹不已. 会展旅游资

源开发，将是21 世纪各国和各地竞争的一个新亮

点.

2 西部旅游资源开发的基本思路

加快西部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必须在开发目标、

开发主体、开发机制、开发重点和开发方式上，

摒弃传统的做法，借鉴成功的经验，建立一套全

新的开发思路［2 ］.
2.1 由“资源基地目标”转向“富民兴区目标”

新中国成立50 年来，国家对西部地区的开发

建设一直没有停止过. 但是，国家对西部的投入

除了国防安全的考虑外，大部分时期主要着眼于

当地的矿产资源开发，把西部当作东部加工企业

的原料、燃料产地，建立东西部垂直一体化的分

工体系. 西部开发的结果并未使其获得应有的快

速增长，当地居民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实惠，反而

与东部的差距越拉越大.
西部旅游资源开发的根本目的是在满足全球

旅游业发展需要的同时，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繁荣

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把纯粹的“外供”转化

为“外供+ 利用+ 效益”的资源. 因此，开发西

部旅游资源，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从狭

义的服务目标（更多地带有“奉献”的含义）转

向广义的服务目标（贡献+ 效益）———“富民兴

区”，通过自身努力、国家扶持和外部的援助，实

现本地区社会经济的振兴，使西部地区人民尽快

走上富裕之路.
2.2 由“国家推动型外援开发”转向“自成长型

内源开发”

西部地区以往两次“大开发”，都是在传统计

划体制下完全以国家投资为主体来实施的，属于

典型的“国家推动型外援开发”. 这种通过国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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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嵌入”式的开发，加上当时计划性的建设

布局，造成了投资效益低下、与地方经济融合性

差以及对国家高度依赖性等问题.改革开放20多

年来，我国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这给西部地区

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西部旅游资源

开发及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已不可能是国家投

资，而在于西部投资环境对社会资金及人才的吸

引力.因此，西部旅游资源开发必须转向“自成

长型内源开发”，即改变“等、靠、要”的依赖思

想，把开发建立在主要依靠自身创造性和进取性

的基础上.
2.3 由“资源依托型开发”转向“市场导向型开

发”

长期 以 来，西 部 地 区 传 统 的 发 展 思 路 就 是

“立足资源搞开发”，本地有什么资源就生产什么

产品.这种传统思路在旅游资源开发前期是可行

的.但从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及其延伸的意义上，

这又显得很不够.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旅

游业选择和发展的主导因素除了资源禀赋外还有

市场需求；而且资源性产业大都具有成本递增的

特点，旅游资源虽有其特殊性，但一定时间以后，

这一特点也会显露出来.这就意味着当资源开发

到一定深度后，难以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效益水

平.显然，西部旅游业的发展，要在市场导向下，

不断丰富旅游资源开发的内涵，以满足游客的需

要为核心.
2.4 由重点培育“地区比较优势”转向“地区竞

争优势”

旅游资源往往都带有地区特色.发展具有比

较优势的“特色产业”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但在

市场竞争环境下这种选择的余地会越来越小，“人

无我有”的情形只能是少数和暂时的.因此，旅

游资源的开发要在注重地区特色的基础上，发挥

比较优势，增强竞争优势，以“特色+质量”赢

得市场，吸引客源.要使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融入市场经济和开放环境，着力培育旅游业的竞

争力，力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既要发挥

旅游资源优势，又要加强产业技术和人力资源开

发，变“特 色”为“优 势”，变“优 势”为“胜

势”.
2.5 由“掠夺性开发”转向“可持续性开发”

过去，西部一些地区对资源的开发基本上实

行的是“有水快流”、竭泽而鱼的掠夺式开采，对

资源和环境都造成了很大破坏.今天，实施旅游

资源开发必须以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为重要前提，切实利用好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保护

完好的优势.旅游资源开发要注重保持自然资源

和人文景观的“天然性”，将“生态环境整治、再

造山川秀美”作为开发的重要原则.

3调整传统思维定势———“优势”不

优，“劣势”不劣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调整传统思维

定势至关重要.人们认为的“优势”并不优，“劣

势”并不劣.
3.1 旅游资源优势不等于产业优势，更不等于经

济优势

长期以来，西部的许多省区总是强调自己的

资源情况多好，把开发自然资源、发挥自然资源

优势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几乎所有的西部省区

市都把旅游资源开发作为重点.殊不知要将旅游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需要具备开

发成本（包括交通、旅游配套设施等）、工资成

本、地区居民的购买力、旅游产品营销范围和渠

道等许多相关的前提条件；用“新空间经济学”

的理论来分析，优势资源是否有市场价值，还要

取决于运输成本，“取决于产品的运输难易程度以

及原料产地与市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需要通过

多种成本综合因素分析才能确定.据有关研究表

明，在当今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条件下，自然资源基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不

明显，且日益弱化［3］.显然，这对于旅游资源具

有同样的意义.因此，在旅游资源开发战略上，

还应该作些“冷思考”，避免盲目性、随意性.
3.2 旅游资源优势与潜在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形

成真正的西部优势

从现代工业区位理论的角度看［3］，区位条件

的优劣与否，取决于位置交通信息条件的优劣.
以为此衡量标准，从总体上看，相对于东部沿海

省市，西部省区多被冠以“穷乡僻壤”，区位吸引

力和产业辐射不强，没有经济区位优势.特别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

中逐渐成为主角后，使西部大多数地区由于经济

特色不明显或优势不突出，商品经济的交易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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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力相对弱；同时，交通“瓶颈”的副作用，

进一步制约了商品的流通，造成资金外流，资本

聚合、集中的难度增加；于是我国的资源要素配

置和域际传递依市场效率原则，形成各种要素由

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向发达的东部地区流动的“孔

雀东南飞的地区景观”，进而导致东、西部的经济

差距拉大.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生产要素的地理积聚达

到一定规模后，东部发达地区劳动力和土地成本

不断上升，从而促使资源要素配置和传递方向发

生逆转，开始向西部不发达地区流动. 西部大开

发正是这一逆转的反映，它预示着地区比较优势

将发生较大的变化，落后的西部地区的各种潜在

的相对优势的发挥有了出头之日. “新空间经济

学”理论认为，区位优势的形成机理，是在自然

资源优势、集中经济、运输成本和地方政府提供

的经济制度之间交结组合和变化的. 所以，西部

旅游资源开发的决策者们的当务之急在于找准比

较优势理念的基点，抓住机遇，为现实区位劣势

的地区提供一种转化为优势区位的机制，将已经

具有潜质优势的因素，通过制度创新予以存量的

盘活和增量的预期展示，实现发展转型. 这样才

能让人们理解“旅游资源优势+ 潜在的区位优势

= 西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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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for 21st tourism resources exploitation in 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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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ourismresources exploitation and protection i n the west of chi na and poi nts
out tourismresources are the f oundation f or tourism and its development . Through exploitation ，potential re-
sources can be turned i nto attraction i n tourism and i ncrease their competition .lt is advisable to exploit t he
west tourismresources i n a newand scientific way i nstead of i n a traditional one .ln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 ng
the west of chi na ，The Cuality and efficiency are the mai nli nes .ln order to speed up our national west- develop-
ment ，it is necessary to work out long-ter m plans and learn from the past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 regional
governments and administrations must regard the abundant tourismresources i n the west areas as the source of
f urt her developi ng local economy and centre on their protecti ve exploitation .

Key words ：tourismresources ；west- development ；strateg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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