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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地方旅游经济发展
与民族文化传承相融合的创新策略

——以广西三江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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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升以及国内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度逐渐

提高，国内的民族文化旅游市场也得到了政策的支持和发展。广西三江是广西西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

县，传承着侗族的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少数民族文化气息。三江旅游业的发展也是围绕着少数民族文化

这一核心主题进行建设的，当地的许多景点，例如程阳八寨、风雨桥、鼓楼等等，都包含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

精髓，但如何对民族文化旅游进行创新却是一个难题。本文通过分析三江民族文化旅游的现状，找出三江

民族文化旅游面临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民族文化旅游创新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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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步入新时代之后，随着“文旅融合”思路的提

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开始进入了转型升级的时

期。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对于文化

消费以及旅游活动的需求越来越高。民族文化是

文化旅游中最具有潜力的吸引点，民族文化与旅游

经济的融合发展，既能继承发展当地的民族文化，

又能推动旅游经济发展，实现双赢。十九大党中央

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将旅游作为实现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领域写入了文件，2018 年 3 月国家组建

了文化和旅游部 , 从行政管理机构上实现文化与旅

游的全面融合 , 开启了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

展的全新时代。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广

西三江县”）位于广西西北部，是湘、桂、黔交界处，

侗族氛围浓厚，当地的侗族特色建筑保存完好，具

有非常大的开发价值。

一  三江县旅游经济发展概况

（一）地理位置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地处广西西北部，是属

于广西柳州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三江县内有许

多大小河流，其中包含三条大江，即榕江、浔江与苗

江，这就是三江县名的由来。它处于湖南、贵州和

广西三省区的交界处，三江县的地理位置优越，容

易吸引外来游客。

（二）交通条件

柳州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交通枢纽，2007 年

以来，过境三江县的多条二级公路、高速公路陆续

修建完毕，该县又成为湖南、贵州和广西三地的交

通枢纽。2018 年政府投入了 2.45 亿元建设了一条

全长 59 公里的旅游公路，县内的程阳八寨、鼓楼、

鸟巢等景点，都有公交车可以直达，县内的出租车

也提供包车业务，去到较远的景点也比较便利。

（三）社会经济条件

三江县于 2016 年被评为广西特色旅游名县，

通过特色旅游名县的成功申报，为进一步推动三江

县旅游业的转型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也拉

动该县的经济发展。

二  三江民族文化旅游现状

（一）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现状

1  资源种类多

三江县当地除了侗族外，还聚居着苗、瑶、壮等

少数民族，民族氛围浓厚，各民族的文化习俗融合

交汇，衍生出了许多独具当地特色的民俗文化。三

江县当地已经开发的民族特色景点非常多，其中独

具特色的建筑形式的景点有“程阳八寨”等村寨体，

还有程阳永济桥、程阳合龙桥、程阳频安桥、程阳普

济桥、大寨风雨桥、岩寨万寿桥等诸多侗寨风雨桥。

除此之外，三江县还有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资

源，比如侗族大歌、芦笙乐器等艺术形式。侗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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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没有专属的文字，只有语言，因此并没有作家文

学传统记载侗族历史，侗族先民利用这些艺术形式

来记载自己的民族，这些富有侗族韵味的艺术表演

都能在当地的大型侗族风情实景演出《坐妹》中欣

赏到。三江当地少数民族众多，饮食文化复杂多样，

当地特色有酸鱼、油茶等，类型多样，前来的游客每

一餐都能有不一样的体验。

2  资源特色明显

三江县位于湘、桂、黔三地的交界处，是全国侗

族人口最多的侗族自治县，多民族聚居于此，有非

常丰富的传统文化习俗。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三

江地区的人们开始发展旅游业，并与 1997 年被定

为旅游资源重点县，在旅游业初兴时期，三江县抓

住机遇将旅游产业很好的发展了起来。进入 21 世

纪之后，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更多的外界投资进

入三江县，使得当地旅游资源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

改善，更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快速增长。

3  资源利用价值高

三江县旅游产业发展至今已有四十年历史，已

经开发建成的旅游景点十分多，并且游玩价值非常

高。初到三江游玩的游客，都会惊叹三江当地的侗

族建筑群。除了独具一格的建筑物之外，各种民俗

风情、民歌、舞蹈、手工艺品、美食等，都呈现出非常

强的旅游价值，优势十分明显。

（二）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现状

1  客源市场

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地理位置优越，区内位于柳

州与桂林两大城市交界处，区外地处湘、桂、黔三地

交汇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交通要道。

随着高速公路的建成以及高铁动车的通行，三江县

的对外交通改善了不少，游客数量也逐渐增多。

图 1    三江侗族自治县 2012-2018 年

国内旅游人数接待情况统计表

从上图数据可得知，三江侗族自治县从 2012

年以来，旅游人数呈上升趋势，2015 年贵广高铁建

成后旅游人数呈大幅度上升，从 2014 年 302.98 万

人次上升到 505.28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66.77%，

也体现了交通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性，2018 年旅

游人数达到了 901.21 万人次，对比 2017 年增长了

30.06%。旅游总收入也在 2015 年突破 30 亿元，

2018 年旅游收入达到了 72.50 亿元。

2  开发现状

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旅游资源开发内容可分为

四个类型：文化类型、景观类型、技艺类型以及其他

类型。而其中文化型与自然景观型占三江全部旅

游资源的 75%，由此可知民族文化类型以及自然景

观类型的旅游资源是三江县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

核心。

三江县各地的旅游景点的游玩价值都非常高，

但在开发初期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指导，导致遗

留了许多问题难以解决，各景点的开发存在着过度

商业化与形式化的问题，游客游玩体验感满意度较

低。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过于注重商业价值而非

民族文化内在的东西，对其内涵的挖掘深度不够，

会影响到长期的发展。

三  民族文化旅游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过度商业化或形式化

三江县的景点虽多，但大多都存在过于商业化

和形式化的问题。许多景点会出现收费不合理的

现象，把文化习俗当做一种商品去销售，致使旅游

者实际的体验却不能达到预先的期望，一些表演或

是活动收费过高，但经营却不够用心，让游客感到

“物非所值”。而许多活动也过于“形式化”，例如一

些文化体验、百家宴等等，游客想要体验侗族相关

文化，但游客却无法在活动中有代入感和体验感，

工作人员也只是把文化体验活动当成了一种商业

活动，活动无非就是走了一场形式，并不能很好地

把侗族传统文化向游客传递，让许多游客只记得了

形式上的东西，例如服装、乐器、歌舞表演等，这样

的商业化形式破坏了民族文化的整体风貌，让游客

不能感受到民族文化的真正魅力，更深入的文化精

神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

（二）宣传力度不足

三江具有良好的民族旅游发展优势，但它独有

的民族文化旅游品牌却未能打响，营销模式较为落

后，宣传不够到位。在采访到的许多游客在问及了

解的途径时，大多数游客都是通过朋友亲戚的介绍

所了解到三江的民族文化风俗，而许多人提到三江

首先想到的就是民族文化，其次是当地的风景。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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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部门在广告宣传上做出的投入不足，选择的宣传

方式单一，大多是使用电视、报纸、广播等方式，宣

传成本高，效果却不明显，影响了三江旅游业品牌

知名度的提高。

（三）开发层次不足

三江在文化资源开发上，还存在资源开发力度

不足的问题。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旅游产品基本

上都还停留在观赏层面，大多数的旅游景点都只能

参观当地的民族建筑，观看侗族的歌舞表演，品尝

当地的特色美食，没有得到更深层次的开发，无法

表现民族文化的真正价值。少数民族文化没有得

到充分的发掘和发展，游客不能得到很好的民族文

化旅游体验。但真正的文化挖掘需要更多的人力

资本，三江当地缺乏具有真正实力技术的文化开发

人才，这也突出了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这也使

得三江民族文化的发展遭受更大的阻力，使当地的

文化旅游业发展进程缓慢。

（四）交通不够便捷

交通对于旅游业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交

通发展影响着旅游业的发展速度和好坏，由于三江

地理位置的特殊，在交通发展上存在一定的阻碍。

三江处于三省交界处，对于外地游客来说，具有较

好的地理优势，但由于处在山区，影响了交通的发

展，在这样的前提下，三江对外地的交通方式有火

车、动车、汽车、大巴等，还是较为便利的，但三江境

内的交通方式则需要更好地改进。三江县内没有

旅游汽车公司，在三江的各个景区中，主要交通方

式为公交车和出租车，但等待时间较长和出行不便

成为影响旅游感受的一个大问题。旅游线路也需

要做出改进和规划，为游客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四  民族文化旅游创新探析

（一）深入发掘民族文化元素

成立专家小组进行实地调研，找出侗族文化的

独特之处。三江侗寨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通

过组织专家学者对侗族传统建筑习俗等风俗习惯

以及现存文献进行分析研究，理清其产生、发展的

脉络，并根据侗族文化的过去和现状，总结出适当

的发展经验，为未来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打下夯实基

础并创造有利条件。

（二）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互联网，三江县可以将本土旅游项目在网

上进行推广，完善景点购票、出行等信息，使游客足

不出户就可以在出发之前制定好旅游计划。还可

以和各旅游平台、旅行社合作，完善旅行团旅游方

式，制定多种方案、适合不同种类人群的旅游项目

合集。

（三）着力景点开发深度

在景区开发保护方面，要注重对于侗寨原生态

的保护。遵循侗寨建立规律，在不破坏整体风格的

基础上，对建筑进行改进，保证侗寨稳定发展。并

对侗寨古建筑定时维护，请教当地专家，制定出详

细合理的修缮计划。提升游客参与度。景区本身

是为了使游客获得审美心理的满足和历史文化的

体验，三江侗族具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

侗族民歌、侗族服饰等，可以设立民族文化体验馆，

提供欣赏学习机会，了解侗族传统工艺，游客可以

参与其中学唱动听民歌，试穿华丽服饰等增加游客

获得感的活动。

（四）完善景区交通

三江境内地势多为山地，道路依附连绵起伏的

山峦而建，为避免因自然和地质灾害发生，造成道

路堵塞，应完善道路清障体系，准备应急处理预案，

提高工作效率，确保三江县境内的道路通畅，保障

游客安全。

加强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公交联通网

络，使得每个热门景区都有发达的交通方式。打造

三江整体旅游体系，还应设立电瓶车、公交车、小巴

的公共交通工具，以方便外省及外国等游客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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