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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贵州省山地旅游发展因素探析
江艾     国  伟▲ 

贵州医科大学运动与健康学院，贵州贵阳 550004

[ 摘要 ] 近年贵州省利用自身区域地理优势大力支持山地旅游发展，作者通过中国知网、万方、维普、

Science direct 等数据库，搜索国内外山地旅游发展现状、山地旅游资源开发、应急救援及生态环境保护研

究文献，探寻影响贵州省山地旅游发展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最后提出建议。希望本文在社会转型、产

业结构调整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今天，不同的产业和独有的民族文化为贵州山地旅游交相结合提供远大的

前景，助推贵州社会经济增长；也能为贵州发展山地旅游研究的理论提供支持，丰富贵州发展山地旅游的

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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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贵州省地处中国西南腹地，是西南交通枢纽 ,

也是世界知名山地旅游目的地和山地旅游大省，全

省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高原山地居多，利于发展

山地户外运动，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具有发展山地

旅游的巨大潜力。

一  山地旅游发展的决定因素

（一）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

贵州省面积 17.61 万平方公里，喀斯特地貌面

积 109084 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61.9%，

境内岩溶分布范围广泛，形态类型齐全，地域分布

明显，地下溶洞暗河极为发达，是全国唯一一个没

有平原的省份，高山、峡谷、瀑布、溶洞拥有独特的

地理环境，游客既可以在山水间欣赏美景，也能在

美景里穿行畅游，适合徒步、露营、攀岩、探洞等户

外运动。

（二）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山地旅游融合发展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其中世居民族

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水族等 18 个民族。少

数民族民风浓郁，过苗年、姊妹节、三月三、拦门酒、

斗牛等多种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吸引全国各地乃

至全世界的游客到访游览，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

人口的 40％，形成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

（三）贵州省旅游业和区域优势的支持

贵州省地处中国西南腹地，与重庆、四川、云

南、广西、湖南五省、市、自治区接壤。2015 年贵广

高铁开通，将贵州省带入高铁时代，现已开通至成

都、重庆、长沙、昆明等地的高铁线路。贵州省现已

实现 88 个县全部开通高速，成为连接西南各省的

交通枢纽，便利的交通，也让旅游成为贵州省支柱

性产业。据贵州省文化旅游厅官网数据显示：2017

年全省共接待游客 7.44 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7116.81 亿元，占 GDP 比重提高至 11%；2018 年全

省接待游客 9.69 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9457.03

亿元，贵州旅游收入连续三年增长率超 30%。

二  国内外山地旅游的研究现状

（一）关于国内山地旅游的研究

中国的山地旅游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郝

革宗（1985）对山地旅游资源从海拔和地貌的角度

进行了分类 ；张攀春等（2015）针对贵州山地旅游

资源特征及其景区开发策略研究，对贵州山地旅游

资源特征和开发优势、限制因素及开发策略进行探

讨；黄华芝等（2018）针对扶贫开发，以贵州黔西南

坝盘布依古寨为例，探讨坝盘村实施旅游扶贫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张云等（2018）在

黔西南州山地旅游景区的安全评价研究中，以马岭

河景区存在的危险和有害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

提出针对山地旅游景区的危险、有害因素控制策

略；郝娟等（2018）对贵州六盘水山地旅游发展研

究中，分析六盘水山地旅游发展的优势和不足，提

出一系列促进六盘水山地旅游发展的措施；石齐钧

（2017）运用 SWOT 分析黔东南山地旅游发展并提

出建议；邓小海等（2017）分析了贵州山地旅游资

源特质、贵州旅游业发展现状以及旅游市场需求，

提出小型化、精品化和特色化旅游模式是贵州山地

旅游发展的现实选择；罗洋等（2017）分析兴义市

山地旅游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发展山地

旅游的对策。

（二）关于国外山地旅游的研究

James（2003）对“山区”的旅游与发展进行了

论述；Geneletti（2009）对印度等发展中区域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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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旅游”的环境影响进行了评估；Beedie（2003）对

基于山区的探险旅游安全进行了研究；Gill（1994）

对山区旅游社区进行了探讨。

三  潜在影响贵州山地旅游发展因素

（一）资源开发、规划不明确和政府开展教育不

夯实，很容易造成经济结构单一化、产业结构不均

衡、外来文化对原有文化的冲击。

（二）经营管理不人性化导致分配不均，引起内

部冲突；规划不完善导致专业人员培养机构缺失、

场地设施不规范。贵州省虽有地理位置、生态资源

优势，如不严谨对待，政府部门不规范山地旅游安

全范围、游客健康范围以及意外事故判责等因素，

也会影响山地旅游规范化发展。

（三）在举办国内外山地户外赛事时，不仅仅只

是举办赛事，要关系到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以

及其他产业是否都有能力接待并做好服务，才能通

过一个赛事带来经济产值的增加并能辐射周边。在

赛事前需不断加强对当地居民环保意识的教育；在

赛事期间或结束后，当地的生态环境是否遭到破坏、

基础设施是否完善、管理和安全保障服务体系是否

健全等因素，制约着山地户外赛事和旅游的开展。

四  建议

（一）发展山地旅游应带有扶贫性。地方应该

鼓励居民回乡创业，增强居民自豪感，提高居民的

文明素养和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培养当地少数民族

居民传播特色文化，保护特色和非遗文化传承。

（二）增强生态保护意识。应提高原生居民环保

意识和环境伦理理念，原生居民保护生态，又从生态

保护中获取一定的报酬；开发生态产品的利用价值

和销售渠道，促进生物尤其是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

（三）建立合理的山地旅游发展模式。自然地理

资源是贵州的优势，信息时代的发展和国家针对西

部地区的政策是机遇，但是没有健全的安全保障服

务体系、法律法规就是劣势和威胁。应完善山地旅

游意外事故的划分类别、范围、赔偿、追责及应对措

施等法律法规，以及山地旅游景区人性化、智慧化服

务管理；逐渐完善山地旅游工作的法制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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