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新疆旅游扶贫问题思考 

文/阿不都外力·阿吉买买提 

   一、旅游扶贫的作用与内涵 
   以发展旅游业带动经济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是近来年旅游部门主动参与扶贫工作的创举，也
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推动旅游业深入发展的新思路。它不仅为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和农牧民群众
的脱贫致富开辟了新途径，也为我国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找到了一个新的增长点。 
   20世纪90年代初出，我国改革开放已取得了很大成就，大部分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有了很大提高，但仍有部分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制约，使我国还有8000万贫困人口。我国政
府在1994年制订了《国家八七扶贫功坚计划》。在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中旅游行业得到了迅猛发
展，旅游创汇在世界的排位由1978年的41位跃繁荣昌盛到2002年的第七位。 
   在此情况下，一些省（区）旅游局总结了贫困地区以旅游开发带动，农牧民脱贫致富的经
验，提出“旅游扶贫”的思路。就新疆旅游业来说，其资源从数量、类型丰富度等方面都可以称为
在世界上少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也是可持续利用的资源。 
   加快发展新疆旅游业，不仅能回笼货币，增加外汇收入，促进新疆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新
疆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而且旅游业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增进了
各国，各工区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对繁荣区域经济，促进区域间的合作和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作为
新疆国民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旅游业将成为新疆对外开放的主要窗口，成为“让世界了解新疆，让
新疆走向世界”的桥梁和纽带。 
   近后来，新疆旅游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了，现已成为自治区经济发展中的优势
产业，比如说：2004年新疆接待入境旅游者31.69万人次，创汇9108.3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5.9%
和87.5%；接待国内旅游者1241.58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109亿人民币，分别比上年增长22.75%和
22.85%，旅游总收入116.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25.65%，占GDP的5.3%。到2005年，全区接待入
境旅游者40.8万人次，旅游创汇1.63亿美元；接接国内游客1434.0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137.93亿
元人民币，旅游总收入152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全治区国内生产总值的8%。（上限）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旅游发展带动各地济济的发展，包括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牧民的脱
贫致富，是旅游业的一项重要动能，目前依托各类景区、景点发家致富的农牧民大部分在旅游业尚
未发展的昔日还都相当贫困，因此，扶贫和致富的作用本来就是旅游业的一项重要动能。所以旅游
扶贫是指在贫因地区充分利用其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吸引发达国家地区的游客前来旅游和
消费，使旅游资源产生效益，使旅游产品的生产，交换，消费在贫因地区同时发生，逐步实现部分
财富，经验，技术和产生的转移，增加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从而使其脱贫致富。 
   二、旅游扶贫的主要途径 
   旅游扶贫是种特殊的开发，开发扶贫方式，它需要具备一定的资金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没
有旅游扶贫资金就谈不上旅游扶贫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和新疆一样的一些地处边远的贫困地区，交
通不便，信息闭塞，文化教育落后，生态环境恶劣，干旱，盐碱，风沙等自然灾害不断，人畜饮水
困难，生产和生活条件很差，地区来说，财政和国有银行为发展该地区旅游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还不能有较大的投入，所以我们必须跳出资金短缺的陷阱，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广开门路，
多渠道筹集旅游扶贫发展，根据新疆旅游业发展状况以及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大好形势，切
实可行的具体，融资措施主要有： 
   1、建立旅游开发扶贫基金 
   这种做法可以增强旅游业自我发展的能力，有助于旅游项目的开发，实现扩大再生产，以不
断滚动发展，既符合国际惯例，也符合企业的根本利益。旅游扶贫发展基金的款项主要来源，一是
每年从国家和政府的扶贫资金中按一定比例拔出，专款专用；二是从当地旅游经济效益好的相关企
业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 
   2、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向贫困地区倾斜 
   国家在安排大型开发项目时，要向新疆适宜旅游开发的贫困县（市）倾斜，特别是在水利，
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和资源开发项目上，尽快解决这些地区的旅游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那些既具有较高知名度，可进入性良好的旅游资源，又具有一定的区
位优势和经济社会环境较好的贫困地区优先发放旅游扶贫贷款。尤其是可以利用新疆工处西北边陲
的特殊性，通过国家各部委，争取国家相关项目资金及无息或贴息货款投资。 
   3、有关旅游部门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正确引导下，建立旅游开发投资咨询公司，充分吸收国



 

内外资金投入，特别是积极争取国内有实力，效益好，拓展业务意向的大中型企业，公司和私有制
企业来开发旅游扶贫项目，充分利用内资，第二方面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中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加
大新疆旅游扶贫的引资力度。 
   4、要加快改革现行的旅游业投体制，在发挥好政府投资主导作的同时，合资，股份制等形式
多渠道筹资，国内发和旅游企业债券。经过旅游业的开拓和发展，委托银行或其他金融部门在社会
发行旅游企业债券，这是目前筹集广聚社会闲散资金的主要方面。在贫困地区，农牧业人口占绝大
多数，他们即是旅游扶贫的对象，又是旅游扶贫的主力军，旅游扶贫离不开农民的参与，景区的开
发建设就难以实现，因此政府必须引导农牧民参与旅游业。 
   三、新疆旅游扶贫的对策 
   1、树立正确的旅游扶贫观念 
   开发扶贫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新疆稳定的政治问题。民食足而后知礼仪，温
饱问题是群众生活的大问题，旅游扶贫事关大局，必须统一思想认识，从战略高度来考虑，要抓住
国家对新疆落后地区扶持的机遇，实现观念上的转变。在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贫困地区发展旅游
业，与发展其他产业相比较丰富的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与发展其他产业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所
以要通过教育，宣传的方式，首先争了决策者，管理者的重视，支持，提高他们对旅游的认识引导
他们改变一些观念，同时让各方面和社会关注等支持参与贫困地区旅游开发的发展，其次，政府要
调动全社会的力量，运用各种手段支持旅游业发展，使“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的观念深入人
心，使发展旅游或为整个社会共同参与的经济活动。 
   2、加强宣传教育，实现旅游产业化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呈现许多特点，旅游开发规划工作和管理工作更加趋于科学化，系
统化，规范化，旅游活动的形式更加多元化，旅游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旅游者参与旅游活动
的形式也更为多样化，这些特点的出现，在客观上要求通过各种形式为旅游者提供多功能，形象化
和通俗易懂的信息资料，也是就作为宣传工作，所以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和电影等媒体，大
力宣传可持续发展意识逐步形成文明科学，健康旅游的良好氛围，实现旅游产业，主是实现旅行社
纵向一体。即以旅行业为龙头，带动交通，住宿，餐饮娱乐业的同步发展，合理有效配置资金，技
术人力资源，实现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产供销一条龙，发挥旅行社业在旅游产品中的组织核心作用，
实现利益共享，负险共担，整体中入世贸组织之后的旅游经营市场已逐步放开。迎接挑战的关键还
是培育民族的大型企业集团。通过采取一定的产业扶持政策培养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集团。 
   3、鼓励旅游企业通过资本运营等方式，向集团化、网络化、专业化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旅
游企业通过股票发行上市等方式融资，按照市场规律组织旅游企业集团，谋求规模化经营，如果条
件，可以在境内外上市，不但可以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还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造有利条件，
企业上市对宣传旅游产品，传播旅游形象也有很好的“聚焦”效果。鼓励大型旅游企业采取收购或
控投的方式扩大市场力量，以资产为纽带完善自己的市场网络，增强竞争力和企业活力。但要避免
企业过大带来的“恐龙病”。采取适当的产业引导政策，推动大型旅游企业的发展。以日本为便，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在这一时期，由于日本政府担心在开放的经济环
境下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足，所以决定实施产业重组政策，以消除过度竞争，实现规模经济，
提高市场效率。政策包括：凡是产业合理化投资一年折旧，附加投资三年折旧，免除关键机器设备
的进口关税等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4、要大力开旅游商品 
   旅游业是一个由食、住、行、游、购、娱等六大要素组成的结合民性产业，其中，购物是旅
游者消费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旅游目的地国家或地区旅游创汇的重要来源。在旅游业发达的
国家或地区，旅游购物收入一般占到旅游业总收入的40％以上，如新加坡为60％，美国为54.7%，
法国为52.1％，泰国为42.8%，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49.6％。旅游业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
这个比重一般在20％～30％之明，如印尼为24％，韩国为23.7％，马来西来为21.2％。旅游商品的
生命力在于民族性的地方性，这也是新疆旅游开发扶贫的优势所在。 
   5、要给予特殊政策扶持 
   新疆贫困地区从发展旅游业中脱贫致富，从根本上说，要依靠当地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精神，自强不息地艰苦创业。但是这些地区产业薄弱，经济落后，交通，信息不畅，人才
十分缺乏，急需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因此，给予新疆贫困地区特殊政府扶持地十分必
要的，建设对新疆贫困地区予以下面的政策倾斜。 
   6、要大力培养旅游人才 
   当代旅游业是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尤其是旅游业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化的过程
中，更加强了竞争的局面。当代旅游业竞争。一个景区（景点），一个宾馆，一个旅行社，需要有
一批高质量，高素质人才，才能兴旺发达，在竞争中取胜（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市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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