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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旅游业可持续发 展的对策

张琼霓

西部地区是我国旅游资源的富

集区 ，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

源都十分丰富，且极具特色。从自然

旅游资源来看，西部 1 2 个省区拥有

的世界遗产数占全国总数的 32% ，国

家自然保护区占总数的 35% ，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占总数的 34% ，国家森林

公园占总数的 27%。从人文旅游资源

来看，西部拥有的历史文化名城占

全国总数的 32%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占总数的 28% 。同时，西部还是

我国最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拥

有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和浓郁的民

族 风情。西部地区 旅 游资源品 位

高 、种类全、特色强、精品多、密度

大、分布广，在国际、国内均具有广

泛的影响和较高的知名度，这为西

部发展旅游优势产业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

入，西部旅游全面升温，目前已形成

了西北、西南和青藏高原 3 个不同类

型区域，旅游收入和接待旅游者数

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西部地

区的 旅 游业仍处 于 低水平的 开发

上，200 1 年西部 12 个省区的国际旅

游总收入为 17 .1 3 亿美元，仅占全国

国际旅游收入的 9.62% ；接待入境旅

游者 532.23 万人次，仅占全国接待入

境旅游者总数的 5.98% 。西部旅游业

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急需重新认识

和克服的障碍。
一是思想观念滞后，在选择自

己的定位和发展思路上存在着违背

旅游业发展规律、脱离市场条件、急

于求成 、 一哄而起 、 盲目发展的现

象。

二是旅 游行业 整 体管理水 平

低，缺乏科学的旅游规划、完善的旅

游管理体系和科学的管理手段 ，区

域合作开发，共同发展意识淡漠。
三是产品结构单— ，特色产品

开发不足。
四 是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路网密度低，公路等级低，路况和行

车条件差，相当一部分宾馆、饭店等

设施简陋陈旧，难以满足游客日益

增长的旅游消费需求和未来旅游业

发展的需要。
五 是旅 游资 源 与 环境破 坏 严

重，直接影响到西部地区旅游业的

可持续发展。
六是旅游教育发展滞后，旅游

人才匮乏。
西部地区要实现旅游产业可持

续发展，必须克服这些障碍因素，充

分考虑本地区的具体情况，抓住西

部大开发的良好机遇 ，谋求旅游产

业的大发展。
科学规划，规范开发。西部地

区旅游业发展要坚持大旅游 、 高起

点 、 优布局 、 功能全 、 可持续的原

则，科学规划。今后的开发要纳入西

部地区总体发展规划之中，防止盲

目开发和重复建设。各省区要以 风

景园林管理部门 为主体， 在国家主

管部门指导帮助下，尽快制订出切

实可行、科学合理、高水准的以旅游

产业发展为核心， 包括建设规划、保

护规划 、发展规划在内的一系列规

划 ，使西部旅游业的大发展建立在

科学规划 、 合理布局的基础之上。
强化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实现

制度创新。一要进一 步打破政企不

分、条块分割的旧体制。旅游业是由

核心旅游业和辅助旅游业构成的综

合性产业，要实现高效持续的协调

发展必须有赖于一个高效的管理部

门运用市场化手段对其进行整体规

划 、 规范、指导和控制。这就要求管

理部门 承担相应的职责 ， 改变管理

职能扭曲的现实状况。二要进一步

强化旅游部门的管理职能，加强各

部门之间的综合协调能力 ，发挥整

体优势。当前旅游业中存在的宰客

欺诈、市场混乱等问题，多数是由于

旅游部门缺乏管理权限和管理手段

造成的。三要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

结构，进一步提高旅游企业的科学

管理水平。对景区的所有权 、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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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权要实施三权分离 ， 这是景

区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只有

真正做到三权分离 ，使景区经营单

位逐步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

竞争主体，才能促使旅游企业效益

不断提高，改变旅游企业 “小、散、

弱 、 差” 的局面。

发展特色旅游，实现旅游产品

多 元化。西部地区 旅 游资 源 丰富

性、高品位、独特性 、垄断性的特点

为其发展特色旅游 、 实现产品多元

化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西部各旅游

区 、 旅 游城市 应 根 据自 身资源条

件，针对不同细分市场，设计、开发

和销售具备比较优势 、 特色鲜明的

旅游产品 ，在体现特色中实现产品

多元化，实现与东部地区的互补效

应和市场空间的突破，以适应国内

外旅游需求个性化 、 多元化的发展

趋势。当前应以观光游览为基础，大

展西部之所长，发展 “新”、“奇”、

“特” 产品，推出一批能打进国际市

场的 生态旅 游产品 和特 色旅 游产

品，如绝特风光观光旅游、登山、探

险 、 黄河漂流 、高原度假 、 民俗旅

游、宗教旅游 、 丝路访古、原始长城

旅游等。

拓宽投资渠道，加快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西部大开发 ，国家已加

大了对西部的财力 支持 ， 但相对于

西部开发的需求，单靠国家有限的

投入来发展旅游业 ，无疑是杯水车

薪。为此，西部地区要拓宽思路，充

分发挥旅游资源的优势， 提供各种

优惠条 件 ，加 大 旅 游招 商引 资力

度，多渠道筹集资金，包括引进外

资、建立旅游发展资金 、吸引社会资

金 、 运用资本市场、争取国外贷款和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等，加大旅游业

投 入 ， 用于完 善旅 游基 础设 施建

设、加强景区开发和保护等。

加强区域间的旅游合作。西北

地区 和西南地区在旅游资源禀赋上

存在着明显差异，西北地区以丝绸

之路 、 历史文化为主要特色，西南地

区以民族风情 、 自然风光为主要特

色，应充分发挥各自的旅游资源优

势和潜力，走联合开发、协同发展的

道路，使各省区的旅游资源 、 旅游设

施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和利用，形

成综合功能和整体经济效益，共同

振兴西部旅游业。如青海省可以利

用青藏高原一世界屋脊是一整体的

自然景观与藏文化的独特优势加强

与西藏的合作；利用新疆是丝绸之

路的旅游热区共同开发丝绸之路旅

游；与陕西、甘肃联合发展文化旅游

和访祖旅游等。通过合作开发可使

西部旅游产品的多元化程度提高 ，

内涵更加丰富。

强化保护意识，确保旅游业持

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求在

旅游开发中要兼顾当代人和后代人

的利益。因此，西部旅游业发展必须

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对各种旅游

资源 必须 在保 护的前提下进行科

学 、 适度的开发，尤其要重视解决

“三废” 对旅游环境的污染，做到严

格保护，合理开发，永续利用，实现

可持续发展，切不可以浪费旅游资

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

“经济繁荣”。
加快人才培养，创新用人机制。

西部旅游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旅

游人才的培养不容忽视。一是要加

大对旅游教育的投入，增设旅游院

校和旅游专业，扩大旅游专业人才

的培养规模，合理培养旅游专业人

才。二是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旅游

从业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提升其综

合素质和旅游管理、服务水平。三是

制定更加优惠的人才政策 ，创新用

人机制。西部地区要引进大量业务

素质好 、懂经营会管理的旅游管理

专业人才，提高旅游行业的人才规

格，在选聘、任职、学习等发挥人力

资本潜能的环节中要有相应的激励

机 制 ， 形成能 为 个 人提供 有效 刺

激 、 较为宽松的制度环境。
（作者单位：湖南商学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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