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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推动新疆旅游业发展

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实现了旅游业从

“接待事业型”到“经济产业型”再向“支

柱产业型”的升级转变，基本建成了较

为完备的产业体系，旅游在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增强 , 成为推

动新疆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

经济产业。

（一）新疆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富

集，区位优势明显

新疆国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1/6。山脉与盆地相间排列的特殊地理

环境，构造了极高极低的奇特地形、最

热最冷的独特气候，形成了绵延上千公

里的壮丽立体景观，造就了发展旅游业

最广阔的地域空间条件。新疆拥有56种

类型的旅游资源，约占全国资源类型总

量的83%，集大森林、大草原、大沙漠、

大雪山、大湖泊、大冰川、大边境等于

一体。天山天池、喀纳斯、吐鲁番、那拉

提、喀什、博斯腾湖、赛里木湖等旅游

景区，浓郁民族风情和多元宗教文化在

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

在国内外具有很高知名度。新疆民族众

多，风情各异。共有47个少数民族，兄

弟民族各具风采、民族风情浓郁、文化

艺术独特，成为天山南北最具吸引力的

人文景观资源。新疆毗邻中亚、西亚和

南亚，与8个国家接壤，有29个对外开

□詹静涛  牛洪波

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推动

下，新疆各项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

展阶段。旅游业兼具经济和社会功能，

具有综合效益好、关联带动强、资源消

耗低的特点，能够在促进产业结构调

整、增加就业机会、加快贫困地区脱贫

致富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发展旅游

业对于新疆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具

有重要推动作用。

新疆旅游业发展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依托资源优

新疆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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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口岸，其中国家一类口岸17个，是我

国面积最大、陆地边境线最长、毗邻国

家最多的省区，对发展跨国旅游和边境

旅游有独特优势。

（二）新疆旅游业已呈现良好发展

态势

经过近30年的开发建设和精心培

育，新疆旅游产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

势，产业体系基本形成，相关设施建设

继续完善，旅游业的地位和作用日益

凸显。

1.旅游经济指标快速增长。2006

年以来，全区旅游产业实现了快速持续

健康地发展。接待海外旅游者从2006年

的36万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106万人

次，旅游外汇收入从1亿美元增加到4

亿美元，年均分别增长31%和30% ；接

待国内游客从1661万人次增加到3038

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从149亿元增加

到281亿元，年均分别增长16%和17% ；

旅游总收入从159亿元增加到306亿元，

年均增长18%。

2. 旅游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全区共

有A级旅游景区226家，其中4A级21

家，5A级4家，逐步形成了以“丝绸之

路”为主线、“五区三线”为重点的旅游

发展空间布局，打造了喀纳斯、喀什、

天池、葡萄沟、那拉提、赛里木湖等一

批在国内外影响较大的旅游景区。全区

旅行社440多家，星级饭店450余家（其

中五星级饭店15家），旅游直接和间接

从业人员125万人。

3. 旅游相关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民航、铁

路、公路等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和提

高。目前，全区已建成16个机场，开通

了连接国内外的航线64条；有兰新线、

精伊线、南疆线、喀和线等多条铁路与

内地连接；有8.34多万公里不同等级的

公路，可便捷的连接区内各主要旅游景

区，并向外辐射到临近省份和哈萨克斯

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与此同时，

城市建设、生态环境、安全卫生、社会

治安等进一步改善和优化，各种公共服

务和“窗口”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新疆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发展旅游业的思想认识还

需提高，开发理念尚需转变。通过调

研，笔者认为对发展旅游业的思想认

识不足、开发观念落后是制约新疆旅

游发展的首要问题。一是对制约新疆

旅游业发展的因素判断存在片面性。

笔者认为制约新疆旅游业发展的因素

不单单是资金短缺和交通遥远，更重

要的是管理体制滞后、专业人才缺失、

交通格局构建不科学、规划水平低等

综合因素所致。二是对旅游资源的优

劣评价存在认识偏差。新疆自然和人

文旅游资源丰富是不争的事实，但评

价旅游资源的优劣，还要综合考虑区

位的可进入性、生态支撑能力、区域

内不同类型旅游资源的丰度与差异性

等方面，在这些方面新疆并没有太多

优势。新疆各地州对自身拥有的旅游

资源普遍评价过高，对综合评价方面

的相对弱势认识不够。三是对发展旅

游业的措施行动缺乏针对性。“政府主

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市场运作”

是一些地方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主要

经验。在新疆现阶段的旅游发展中，各

级政府在前期强力主导和推动，以逐

渐引导和培育市场机制，是旅游业发

展的必由之路。自治区党委政府已经

把旅游业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但有些

地州党委政府出台的鼓励性、带动性、

引导性的措施还较少，缺乏针对性，

“等靠要”思想意识普遍存在。四是规

划水平较低。规划是开发的基础，规划

水平低，必然导致开发水平不高。在和

田调研中，笔者就明显感觉到其景区

开发从规模、内部产品组织、产业链条

构建、管理和经营能力等方面，与内地

景区相比都存在很大的差距。五是尚

未形成成熟的开发主体进入和退出机

制。新疆的旅游资源开发主体五花八

门、良莠不齐，尚未形成一个对投资者

进入的良性竞争机制和退出的评估机

制。这直接导致一些旅游资源被实力

不足的开发者长期占用，低水平开发、

投入缓慢，旅游品质较差。

（二）旅游发展方式比较粗放，旅

游精品少，资源优势尚未转变为经济

优势。“理顺管理体制、搞活发展机制、

完善基础设施”是旅游景区（点）发挥

最大效益带动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

而新疆总体的开发理念和水平仍然停

留在圈资源和收门票的初始阶段，开

发理念缺乏创新，技术手段较为单一，

产品内容趋于雷同，管理水平偏于粗

放。各景区之间也基本是各自为战、不

成体系，缺乏有机联合,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旅游品质的提升和旅游精品建

设。新疆的旅游淡季时间较长，旅长游

短，旅游成本较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低，大资源、小产品，总体经济规模偏

小；以门票经济占主导，休闲、娱乐等

活动项目少，游客除交通以外的其他

消费较低，资源优势难以转变为经济

优势。

（三）旅游企业竞争力不足，旅游人

才匮乏,对旅游发展支撑不足。新疆旅

游发展市场化程度低,缺乏骨干龙头企

业。旅游饭店、旅行社、旅游营销策划、

旅游景区的管理人才匮乏，旅游企业竞

争力有待提升。人才供给和需求的结构

性矛盾依然突出，中高级导游、外语导

游和少数民族导游数量偏少；宾馆饭店

高层次管理人才缺乏，专业化水平有待

提高。

（四）资金投入不足，旅游配套基础

设施较差。“十一五”期间，新疆区级财

政对旅游的投入为2亿元，在西部12个

省区市中排第7位，明显低于陕西（5.8

亿元）、云南（5.16亿元）、贵州（4.16亿

元）、宁夏（4.14亿元）、重庆（3.6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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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2011年有了较大幅度地提高，增加

到了1亿元，但是由于历史欠账较多，

旅游景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景

区可进入性差；景区内游步道、标识牌

残缺不全；多数景区内的旅游厕所建设

简陋，卫生条件差。

对加快新疆旅游业发展的认识及

建议

旅游业在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

久安战略中具有特殊重要作用，加快旅

游业的发展，有利于优化新疆的产业结

构，有利于扩大新疆的对外开放，有利

于新疆农牧民脱贫致富和促进社会就

业，有利于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传承和

发展，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支持新疆

旅游业发展，也是支持新疆稳定的一项

措施。结合调研情况，对加快新疆旅游

业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加强

对旅游业的组织领导。充分发挥新疆

旅游产业领导小组的作用，建立和完善

适应大旅游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营造

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社会氛围。进一

步打破地区和行业壁垒，在区内逐步建

立统一无障碍的旅游大市场。要注重

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旅游开发保护理念，

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只有科学有序地开发利用优势旅游资

源，才能推动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

转化。

（二）立足科学发展，编制落实旅

游专项规划。新疆的旅游资源非常富

集，但自然资源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

要按照“科学发展、严格保护、合理开

发、永续利用”的要求，高起点、高水

平、高标准做好旅游总体规划和专项规

划，做到先规划、后开发，不规划、不

开发，成熟一个，开发一个，切实增强

旅游产业发展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国

家旅游局近几年已组织专家帮助新疆

编制完成了喀纳斯、那拉提、伊犁河谷

重点旅游景区的专项规划，喀什地区旅

游发展专项规划。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

一定要强化规划的具体落实工作，严格

按照规划有序开发，打造景区内的景观

设施和游客服务设施，减少随意性和盲

目性。

（三）立足重点发展，打造精品旅

游项目。新疆地域辽阔，旅游景点多且

分散，在有限的资金情况下，如果全面

开花、撒“胡椒面”，难以发挥资金的最

大效益。本着“择优扶强，突出重点”的

原则，2011年自治区财政厅集中安排

4000万元旅游专项资金统一制作规范

4A 级旅游景区的标识牌，提升景区品

质；安排1000万元继续用于旅游厕所

建设。中央财政也通过旅游发展基金专

项补助经费，继续支持新疆以规划为先

导，以重点项目为抓手，着力建设好天

池、喀什、喀纳斯、那拉提、吐鲁番等

一批国家级重点旅游景区，打造具有中

国地域特色和新疆民族特点的旅游精

品示范项目。

（四）立足长远发展，加强旅游人才

培训。旅游大发展，人才是关键。新疆

正利用对口援疆工作的机制，加强旅游

人才的培训与引进，努力培养一大批具

有较高素质的旅游从业人员和市场急需

的实用型、技能型人才，2011年自治区

旅游局对区内100名优秀导游进行集中

专业培训。国家旅游局也借鉴援藏导游

的经验，指导落实新疆导游的长期培训

工作。 

（五）多渠道筹资，不断加大旅游

发展的资金投入力度。发展旅游业是

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有大量的资金

投入，因此要积极探索和创新旅游投融

资的新方式和新途径，充分调动各方面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新疆旅游业提

供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和保证。一是

加大政府引导性资金的投入力度。针

对目前新疆旅游业正处于转型提升的

加快发展阶段，政府的宏观引导和调

控作用不能减弱，政府的引导资金主

要用于旅游服务设施、旅游项目前期

工作、旅游软件配套完善和重点旅游

项目的贷款贴息，充分发挥政府引导

性资金投入的带动作用，以调动社会

各方面资金更多的投入旅游开发和建

设。二是扩大招商引资。切实抓好旅游

重点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建立重点项

目储备库。加大旅游招商引资力度，争

取通过招商引资方式的创新来推动一

批重点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进一步

简化办事程序，强化服务意识，改善旅

游投资软环境，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等

投资新疆的旅游开发和建设。三是拓

宽旅游投融资渠道。积极支持和指导

具备条件的股份制旅游企业上市融资；

积极争取金融机构的支持，按照银行贷

款标准和条件，组织推荐一批质量高、

前景好的旅游项目争取银行贷款建设；

鼓励旅游景区以门票质押担保方式，筹

集更多的银行资金加快旅游精品景区

的建设步伐；加强与世界旅游组织及

其他国际旅游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积极争取国际金融机构的软贷款和国

外基金组织的投资。四是加强对旅游

专项资金的管理。新疆区级财政部门

要根据国库支付制度改革的要求，将中

央财政补助的旅游专项资金及时拨付

到位，专款专用，尽量减少资金二次分

配，缩短专项资金在途时间，发挥专项

资金效益。各地市州县的财政部门要

积极参与研究当地旅游发展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切实负起对旅游专项资

金使用的监管责任，建立多层次、多方

位、多形式的监督管理机制。五是加大

中央财政对新疆旅游发展的支持力度。

为把支持新疆做好旅游规划编制、重点

项目开发、人才培训等工作落到实处，

建议“十二五”期间对新疆采取特殊扶

持政策，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推动新疆

旅游业实现跨跃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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