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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香格里拉”文化品牌给香格里拉县的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然而现阶段“香格里拉”的品牌魅力仍没充分地释放出来。综
述了快速发展中的香格里拉县存在的几个问题 , 并提出了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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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ngri-La”cultural brand has brought huge development of tourismindustryi n Shangri-La County . However ,the charmof Shangri-La brand
has still not beenreleased fully at present .Several existing problems inthe rapidly-developing Shangri- La County were summarized and some solving strate-
gies were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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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格里拉县旅游业发展现状

香格里拉县位于云南省迪庆州内, 原名中甸县。它地处

滇川藏三省区的交汇处 , 是云南省国土面积最大、人口密度

最低的县份之一, 境内蕴藏着丰富的几乎保存原始的自然与

人文资源。从1992 年的正式对外开放, 到1994 年旅游业的

逐步起步, 再到2002 年原中甸县的正式更名为香格里拉县、

郑重打出“香格里拉”这一世界级旅游文化牌, 该县的旅游

发展逐步成熟。

迪庆原始生态突出 , 雪山, 草甸、江河湖泊交错分布, 各

种资源密集, 是云南省最重要的资源富集地区之一。随着品

牌的提升, 迪庆香格里拉的旅游业也呈现出跳跃性飞速发展

之势, 这种跳跃与“香格里拉”文化品牌的确立和发展进程

极度吻合。1998 年是发布“香格里拉”在迪庆这一消息( 1997)

的第1 个兴奋年, 旅游总收入相比前一年增长了61 % , 达到

了17 926 .317 万元。特别是从2002 年县城更名以来, 香格里

拉县旅游业实现了飞速增长。2006 年, 全县年接待游客量是

2002 年的2 倍 , 旅游社会总收入是2002 年的5 倍。同时, 景

区建设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 .8 亿元, 香格里拉县的旅游业实

现了旅游发展从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 1 - 2] 。

2  香格里拉县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在品牌带动下香格里拉县旅游业取得了喜人的初

步成绩 , 但相对“香格里拉”品牌价值的真正体现来说, 仍然

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2 .1 旅游发展的市场定位问题  “香格里拉”有着天生的深

厚海外客源市场, 这是其旅游发展的优越条件。然而, 香格

里拉县却没有充分利用好其品牌魅力和与丽江相邻的地理

优势, 迅速打开其国内主体消费市场。

“香格里拉”不但代表着一种宁静、祥和、永恒的理念, 而

且代表了一种人与自然以及人类之间( 多个民族、多种宗教)

的和谐美。70 年前的英国文学家希尔顿和其后不久的俄国

旅行家顾彼得都在其著作中描绘出了一个宁静、绮丽的人间

天堂———“香格里拉”[ 3 - 4] 。此后, 人们便开始了寻找“香格

里拉”的里程, 这体现了人们普遍的寻求工业和尘市世界之

外的“理想世界”的美好心境。因此,“香格里拉”品牌在进入

我国之前, 就拥有了较为稳定的海外客源市场( 图1) 。

图1 香格里拉县近十年来旅游总接待人次比较

Fig .1  The comparison of total tourist person ti mes in Shangri-La

Countyinrecent 10years

图2 香格里拉县近十年来旅游总收入比较

Fig .2 Thecomparisonof total tourismincomeinShangri- La County

inrecent 10 years

  2006 年是近年香格里拉县各项旅游收入获得最大增幅

的一年, 其原因也是来自其海外客源市场的贡献。当年该县

国际旅游人次为25 .8 万人, 比上年仅增长9 .54 万人, 增长幅

也仅为37 % , 而该年国际旅游的总收入与2005 年相比却增

长了约7 .3 亿元, 增幅约为76 % , 旅游外汇收入达到9 .5 亿

元[ 5] 。也就是说 , 在香格里拉县, 该年海外游客的人均消费

情况为3 682 元/ 人, 按每人平均每天消费500 元的情况计

算, 平均每人在香格里拉县的滞留期达到了一周以上, 这就

是其海外旅游收入如此增长的根本原因( 图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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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县9 .5 亿元的旅游外汇收入也大大超过了丽

江市同年的海外旅游总收入情况。2006 年, 丽江的旅游外汇

总收入为8 821 .21 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7 .4 亿元 ; 而其共接待

海外旅游总人次数30 .87 万人, 比香格里拉县的25 .8 万人高

出16 个百分点, 如表1 所示。

  显然, 香格里拉不但有着强大而稳定增长的海外客源市

场, 而且这种市场的消费潜能也在不断增加。在丽江, 海外

游客的消费情况仅为2 380 元/ 人, 香格里拉的消费情况是丽

江的155 .0 % , 而香格里拉的物价消费并不比丽江高, 这是每

位海外游客在香格里拉滞留时间拉出的差距。

虽然香格里拉县拥有强劲而稳定的海外游客消费群。

但在积极引进海外旅游群体的同时, 我国巨大的国内游客市

场, 才应该成为香格里拉县营销和宣传的主体。只要宣传和

打造到位, 拥有全世界1/ 3 人口的国内人群, 定将成为其稳

定而持续的主体客源市场[ 6] 。

香格里拉县拥有与丽江、德钦、宁蒗、维西、四川等地接

壤的区域地理优势。丽江是我国目前发展最好、最有潜力的

景点之一; 稻城亚丁和德钦的梅里雪山也都是非常具有吸引

力的品牌景点, 许多向云南方向慕名而去的游客, 香格里拉

县是其必经落脚之地 , 而香格里拉县却并没将此优势加以利

用。以丽江为例,2006 年丽江接待的国内游客人次数达到

429 万人, 而香格里拉县的同年国内旅游人次205 万人, 仅占

丽江国内旅游人次的47 .8 % 。可以说 , 香格里拉县每年大约

有52 % 的国内游客群流失, 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再

者, 除两地旅游人次数上拉出的差距外 , 香格里拉县的国内

游客人均消费数与丽江相比也有较大增长空间( 表1) 。

表1 2006 年香格里拉县与丽江国际、国内旅游接待情况比较

Table 1 The receptionsituationcomparisonof oversea and domestic tourist inShangri- La and Lijiang in2006

海外旅游人
次∥万人次

Number of oversea
tourists

国际旅游收入
万元

Oversea tou-
ristincome

国际人均
消费∥元

Per capita consum-
ptionof oversea

tourists

旅游总人次
万人次

Total person
ti mes of
tourists

国内旅游人
次∥万人次

Domestic person
ti mes of tourists

旅游总收
入∥万元

Total tourist
income

国内旅游收
入∥万元

Domestic tourist
income

国内人均
消费∥元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domestic tourists

香格里拉县   25 .80 95 000 3 682 231.09 205.29 203 000 108 000 526

Shangri- La County

丽江市 30 .87 73 500 2 381 460.09 429.22 462 900 389 400 907

Lijiang City

香格里拉/ 丽江 83 .6 % 129 .0 % 155 .0 % 50 .2 % 47 .8 % 43 .9 % 27 .7 % 58 .0 %

Shangri- La/ Lijiang
 注 : 资料来源于丽江旅游局网上公告。
 Note : The data are fromthe online pronunciamento of Lijiang Travel Bureau .

2 .2  可持续“香格里拉”的打造问题  早在“香格里拉”进入

我国以前 , 国外就已经有了打造“香格里拉”的诸般举动。例

如1957 年, 印度国家旅游局公开宣布, 位于印度喀什米尔喜

马拉雅冰峰下的巴尔蒂斯坦镇就是“香格里拉”, 并与假日集

团合作, 对该地区进行开发和宣传, 使其一夜成名, 为印度带

来了大量的旅游收入。1992 年, 尼泊尔也宣布其境内的木斯

镇为“香格里拉”, 并在旅游点摆放了一架老式飞机, 注明它

就是《消失的地平线》中康韦乘坐过的飞机。这在短时间内

为当地带来了旅游效益, 但都属于昙花一现。香格里拉县的

“香格里拉”打造, 是建立在其高品质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基

础上的, 这是印度和尼泊尔远不能及的, 但仍然要警惕“香格

里拉”在我国也成为一种短期热潮, 因此必须寻求打造可持

续的、具永久活力的“香格里拉”旅游圣地的有效模式。

“香格里拉”的可持续, 核心就在于民族文化生态与自然

生态的开发与保护问题。香格里拉县近年来已经确立了“生

态最好、环境最优、和谐发展、世人向往的东部藏区旅游集散

中心、国际旅游胜地和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发展定位, 体现了

文化与生态并重的高品质旅游发展定位思路。这种思路体

现了政府工作的正确理念, 然而在具体操作上 , 还存在一定

的差距和误区。例如在民族文化的生态保护上, 不但人们的

思想观念和衣食穿着在发生变化 , 而且在当地所能感受到的

文化事项也很少。

2 .3  旅游业发展中共性矛盾的解决问题  香格里拉县在其

旅游发展中, 还存在许多发展旅游的共性矛盾问题。这些矛

盾如果不能好好解决 , 也同样会严重制约该县的旅游发展。

2 .3 .1  旅游发展速度过快与旅游专业人才缺乏的矛盾。香

格里拉县的旅游人才从业结构大多是大中专毕业生, 或仅仅

是初高中毕业生, 人才结构不平衡, 即便是拥有大学毕业文

凭的从业者 , 旅游专业毕业的也十分少 , 旅游高级专业人才

更是缺乏。加上近年来该县旅游业的飞速增长和当地旅游

建设经验不足的事实 , 对高级旅游人才的需求更是旺盛。

2 .3 .2  一流的资源和三流的开发的矛盾。香格里拉县的旅

游起步快, 为了应付陡增的游客, 该县最初的许多景点都是

边建设边规划, 或是规划与建设同步进行, 目前该县仍缺少

一个较为详细的县域总规, 使得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尽合

理, 粗放式开发较多。

2 .3 .3  打造高品质旅游地思路与营造“香格里拉”意境不足

的矛盾。例如 , 在营造多种民族、多种宗教和谐一体的意境

上就没被体现出来。在县城中基本的建筑都被贴上了毫无

特色的砖瓦瓷墙。而作为游客集中地的独克宗古城, 除了原

有的古城外壳外, 所能见到的具有民族内容的东西也很少。

3  对香格里拉县旅游发展的建议

3 .1 打好香格里拉品牌,把规划做到细处、实处 香格里拉

作为旅游文化资源举世无双, 独树一帜 , 具有“双高”优势: 品

位高、知名度高, 我们要确立精品意识 , 实施香格里拉名牌战

略, 把它建成21 世纪我国旅游业拳头产品和国际旅游胜地。

香格里拉县应尽快确定一个科学的总体规划和各景区

的详细规划, 避免项目雷同, 出现重复建设现象, 从而使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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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具有长远的指导性和实际的操作性。

政府应制定优惠、简便、高效、透明的旅游开发政策, 通

过税收、价格等杠杆, 控制发展方向 , 培植地方税源, 增加财

政收入, 建立健全旅游业法规体系。优先制定景点、饭店、导

游、交通、购物等行业的管理规程、服务标准严格执行资产管

理、资格管理, 建立旅游监督机构, 理顺管理机制, 规范分配

制度; 旅游文化企业发挥职能优势、资源优势和固定资产优

势, 力争获得规模效益; 把非旅游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吸引

到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中来, 发挥他们的资金优势、经营优

势, 拓宽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渠道。

3 .2 树立以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市场营销战略, 做好借势工

作 借势主要是指借丽江的势, 从丽江到中甸 , 全程仅约200

km, 路况良好, 沿途还可经过虎跳峡、哈巴雪山等著名景区 ,

有着很美的风景。香格里拉县与丽江的相邻, 为其提供了大

批稳定的潜在客源市场条件。香格里拉县的旅游资源与丽

江比, 有更能留住游客的资源优势。如果说丽江是一位有着

古老贵族血统的现代摩登女郎, 它隆重的迪吧音乐和滚滚的

商业味让人觉得有点窒息, 那么香格里拉则应该是一位清丽

脱俗的仙姑, 让你感到放松和惬意。香格里拉既然能吸引大

批海外游客的滞留, 就一定也有吸引国内游客滞留的条件。

因此, 香格里拉县可以在吸引国内游客和延长游客在其境内

的滞留期上下功夫。

具体来说 : ①香格里拉县应该加强其国内市场的营销攻

势, 在以海外市场为先导的基础上, 加强和突出国内市场的

基础地位和主体客源市场定位。在加深国内人对“香格里

拉”品牌的熟悉和认同上下工夫, 在加强品牌营销的基础上

打开国内市场; ②进一步改善香格里拉县与周边知名景区特

别是丽江的道路交通条件, 加强其沿途景点打造; ③和知名

旅行社合作 , 积极打造有吸引力的旅游环线, 鼓励自助团游

和自驾车游客的到来, 并为其提供周到安全的服务[ 6 - 7] 。

3 .3  打造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可持续香格里拉  把打造

可持续香格里拉的理念落实到行动上, 不但在自然生态上花

功夫, 更要在文化生态上下力气。香格里拉近年来在自然生

态的打造上摸索出了一些新路子, 取得了可喜成绩, 例如对

普达措国家公园的打造等。而民族的传统文化才是“香格里

拉”文化品牌的核心灵魂, 应该更重视民族文化的可持续打

造。在发展旅游的同时 , 应该不断的重视和重塑当地的民族

文化, 打造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 以营造出“香格里拉”的文

化意境 , 并在吃、住、行、游、购、娱等多个方面展现出来。

例如在吃和住的方面 , 应该突出当地的民族特色资源和

风格体现; 在行、游、娱等方面, 鉴于“香格里拉”的品牌内涵

和香格里拉县离主要市区较远的地理位置 , 区别定义为: 在

从异地到香格里拉县境的周遭交通上, 应该进一步提高其可

进入性, 而在县境内至一些特色景点的路途中 , 则应该适当

保持其进入的艰难性, 以增强游客的体验感; 购的方面则体

现在旅游商品的开发上, 应该体现香格里拉本地的商品特色

和文化氛围, 去掉或不断改善其跟丽江同质和从外面进货的

特点。推出八大旅游产品: 寻访“世外桃源”旅游产品、南国

冰雪旅游产品、湖泊草甸旅游产品、名江名峡旅游产品、立体

生态旅游产品、民族风情旅游产品、宗教文化旅游产品、高原

古城观光购物旅游产品 ; 八大旅游商品 : 名贵药材及藏药商

品、民族文化用品复仿制品、民族风味食品、藏族手工艺品、

旅游纪念品 ;8 条黄金旅游线路( 香格里拉核心旅游线、虎跳

峡———碧塔海———沪沽湖旅游线、中旬———德钦旅游线、澜

沧江峡谷———香格里拉峡谷———虎跳峡旅游线、徒步穿越香

格里拉大峡谷旅游线、滇川藏大三角区旅游线、巴拉格宗雪

山旅游线、澜沧江漂流探险旅游线。同时, 利用旅游发展对

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再造作用, 用开办各种文化旅游节庆的形

式, 鼓励和发展当地的民族文化。

3 .4 规范市场软环境 ,重视人才建设 景区的宰客、乱收费

现象在各成熟景区以及一些报道中 , 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旅游是一种精神体验活动, 旅游中被宰的经历会严重的影响

旅游者的心情 , 并进而对景区形象起到巨大的负面作用。

“香格里拉”意境的营造提醒我们更应该重视杜绝宰客现象 ,

也要防止在香格里拉旅游发展中的全商业化现象。必须重

视质朴、诚信的形象塑造。政府应该重视对旅游高端人才的

引进和培养, 同时加强对导游和旅游相关从业人员的教育和

立法监督, 完善投诉机制, 对于旅游投诉行为坚决予以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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