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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宁德市实施旅游扶贫发展战略的必要性分析   

    

  1.1 优化产业结构  

  宁德地区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是福建省少有的欠发达的沿海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在全省GDP中

的比例最小，而且增长速度也落后于福建省的其它地区。近几年来，宁德地区一直将发展重点放在

第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但经济发展成效并不明显。而旅游业是一个成本低，

风险小，见效快的新兴服务业，具有很大的关联性，不仅可以带动地区餐饮业、运输业、房地产业

等与旅游直接相关的产业发展，而且可以促进商业、通讯、 金融 、农业、建筑业、轻 工业 等产

业的发展，从而改善产业结构，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 。   

    

  1.2 带动经济发展  

  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旅游 企业 以及有

旅游业带动的相关部门上缴的销售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经营执照费等来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

收入。另一方面增加了当地居民的收入。当地居民在旅游经营中通过提供游客的食、宿、行、游、

购、娱等消费需求服务增加收入。2005年，宁德市旅游总收入24亿元，约占全市GDP的6.5%。因

此，旅游业是实现宁德地区经济腾飞的重要手段。   

  1.3 提供就业机会  

  就业收入是人民生活的根本保障，贫困地区由于缺乏大企业、大公司，人民就业机会少，生活

水品低。据上世纪90年代统计，旅游就业增长弹性系数大于其它行业的平均水平，可达0.2左右，旅

游发展每五年吸纳就业量增长13%以上。每年黄金周，闽东直接和间接从事旅游的人员达10万-20万

人次。因而提高居民就业率有赖于旅游业的发展。 

  

  2 宁德市实施旅游发展战略的可行性分析   

    

  2.1 丰富的旅游资源为旅游开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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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资源是旅游开发最基本的条件。贫困地区由于长期欠开发，保留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独特的民俗风情，为实施旅游扶贫战略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条件。宁德地区依山傍水，有许多文明海

内外的旅游景点。  

  2.2 便捷的交通为旅游开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旅游交通是现代旅游事业的动脉，贫困地区要发展旅游业，必须保证交通畅通无阻，让游客进

得来，出得去，散得开，旅游安全畅快。宁德地区拥有世界最大的海湾海港之一——三都澳港口，

以及姚家屿、三沙、下白石、沙埕等港口海上交通十分便利；陆上有已建成的福宁高速公路，正在

修建的温福铁路，全区各乡镇均通公路，另外，霞浦机场正在动工，建成后将是旅游客流更加畅

通。  

 

  2.3 广阔的客源市场为旅游开发提供了保障  

  一定数量的客源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证。贫困地区自身经济条件差，居民可支配收入低一般

不构成游客的主体。而生活在工业城市的都市人，长期局促在狭小的空间，对自然的渴求更为强

烈。宁德地区位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边缘地带，这里聚集的4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

发达城市，作为宁德地区旅游市场的坚实后盾，为宁德地区旅游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客源市场。同

时，宁德地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的黄金海岸，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和 台湾 市场的扩大拓宽了

宁德地区的客源市场。   

    

  3 宁德市旅游开发中现存的一些问题   

    

  3.1 对旅游扶贫认识不够  

  虽然“旅游扶贫”口号提出以来，国家、省已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旅游扶贫战略实施的政策，

但贫困地区人民思想比较保守，大多数人仍依赖于财政扶贫、信贷扶贫、民政救济扶贫和物资捐助

扶贫等“输血”式扶贫，对旅游扶贫这种“造血”式扶贫认识不足。以至于出现“守着金山讨饭

吃”的局面。群众参与旅游兴县、旅游兴镇的积极性不高，而这些贫困人口正是旅游扶贫的主体，

旅游扶贫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贫困人民寻求自我发展的潜意识。因而严重阻碍了旅游扶贫的实现。

 

 

  3.2 旅游业与相关产业脱离  

 

  宁德地区现有的旅游开发项目中大多数都只是单纯地发展旅游业，并没有与其他产业联系起来

发展。另外由于资金不足，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娱乐设施，购物场所更是缺乏，造成旅游业与其

相关产业脱离，既违背了旅游扶贫的初衷，也不利于旅游业的发展。  

  3.3 旅游人才缺乏  

  旅游扶贫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这就决定了旅游扶贫过程中的主体是贫困

人口。由于长期欠发达，宁德地区大部分不甘落后的年轻人迁往福州、厦门、广州等发达城市谋

生，使得当地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缺乏旅游管理的专业人才。因此，投资商拒绝雇佣贫困人口参

与高层管理，甚至是低层服务。这是与旅游扶贫的宗旨相背离的。  

  3.4 宣传不够  

  旅游是一种服务性商品，需要借助媒体宣传的力量将其推向市场。贫困地区自身知名度不高，

要推出旅游品牌，更需要大力宣传、推销。 

  4 宁德市实施 旅游 扶贫战略的对策  

  4.1 树立旅游开发的信心和旅游扶贫的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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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旅游扶贫战略，必须树立贫困人口旅游开发的信心，带动他们参与旅游扶贫策略的积极

性，形成旅游扶贫的心思想。在旅游扶贫战略实施的初期，政府要向人民群众灌输旅游扶贫的新思

想，宣传国内外通过旅游扶贫摆脱贫困的案例，分析旅游扶贫对社会 经济 发展 的重要意义，从

而提高人民群众对发展地区旅游业的自信，使旅游扶贫的意识深入人心。政府应培训引导当地群众

让群众参与从旅游扶贫规划、旅游扶贫实施到旅游扶贫监督的全过程，激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  

 

  4.2 采取各种融资方式 

  

  4.2.1 争取政府援助 

  

  在实施旅游扶贫战略中，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当地政府不仅应增加旅游开发的资金投入，提高

旅游开发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还应积极争取国家、省扶贫项目的资金援助，将旅游开发作为地区

工作的重心。 

  

  4.2.2 BOT融资方式  

  BOT即公共工程特许权或特许权融资，集建设（Build）、经营(Operate)、转让(Transfer)三者于

一体。这种融资方式是由项目所在政府或所属机构为项目的建设和经营提供一种特许权协议作为项

目融资的基础，有本国公司或外国公司作为项目的投资者和经营者负责投资、承担风险、开发建设

项目并在协议规定时间内经营项目，获取项目利润，最后根据协议将该项目转让给相应的政府机

构。也就是说有某 企业 作为宁德地区旅游开发的投资者，建设基础设施，在协定时间内获取旅游

开发的经济利益但最后将旅游事业的经营权归还给当地政府。这是贫困地区解决旅游开发资金短缺

的重要方法。虽然在短期内地区无法获得经济利益，但保证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减轻了政府和人民

的经济负担。  

  4.3 降低开发成本  

  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不是要完全依赖于政府或引进企业资金，可以以社区或家庭为单位，承

包旅游开发的某项项目，并从中获利，主要提供游客食、宿方面的服务，如家庭旅馆。这样不仅降

低了旅游开发的成本，还保留了乡村的淳朴。  

 

  4.4 发展特色旅游，创立旅游品牌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旅游业竞争随之加剧。宁德地区要走旅游扶贫的道路，必须发展

特色旅游，树立起自己的旅游品牌。我们可以借鉴国外一些颇具特色的旅游模式。  

  4.5 提高劳动力素质  

  实施旅游扶贫战略的关键是要贫困人口参与，并从中获得经济效益。但贫困地区缺乏人才，而

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一批专业管理人才。因此，宁德地区在旅游开发前期应组织当地人口进行技能培

训，提高地方劳动力的整体素质，造就当地旅游管理的专业人才。  

  4.6 延伸旅游产业链  

 

  旅游扶贫不能只局限于单纯的旅游景点的开发，而需要多部门、多行业的协调。政府应充分发

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引导旅游投资，促进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旅游管理部门或投资商应作好旅游

开发总体规划，如制定旅游精品路线，实现相关产业纵向一体化发展。  

  4.7 加大宣传力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改变传统只注重开发，忽视宣传的开发模式，通过社会舆论、媒体宣

传、广告推销等多种渠道将旅游品牌推向市场，提高品牌知名度。旅游产品的推销不仅仅局限于景

区的宣传，而要使宁德地区的整体旅游形象深入人心。 

  



 

  4.8 保护生态环境，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是旅游开发的宝贵财富，在开发经营中应提高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片面的追求经

济利益，过度开发或不合理的开发都将导致环境恶化、生态系统失调，效益低下。因此，要坚持旅

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维护人与 自然 的和谐，实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保护旅游

扶贫战略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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