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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旅游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人们主要的消费

方式和生活方式。旅游业的发展无疑适应并推动这一趋势。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旅游业更多地是为了满

足人们较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和提高国民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以及改善生活和居住环境的质量，

从而推动现代文明的发展。而在我国及世界其他一些相对贫困落后的地区，发展旅游业最主要的目的是依

靠旅游业的主导作用和连锁效应推动本地经济的发展，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可见，旅游扶贫是特定领域

的特定产物，有很强的针对性。 

    旅游扶贫是指依靠发展旅游业来推动落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脱贫致富。旅游业作为新时期经济

发展的生力军，在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这一重

大战略的背景下，依托东西部落后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实现脱贫致富，越来越成为具有现实

意义的扶贫之路。旅游活动的综合性决定了发展旅游业必然带来综合效应和连锁效应，对地方经济发展作

用显著。那些相对落后和贫困的地区，一方面拥有发展旅游业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另一方面，发

展其他产业又相对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优先发展旅游业，依托旅游服务业及与旅游相关产业，加快

自身发展，迅速脱贫。 

    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贫困地区在发展旅游业极力脱贫致富的过程中，也陷入到一些观念性和操作性的

误区中，产生的危害有的在近期表现十分突出，有的则对当地后期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在作者看来，目前存在的误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当地政府及政策引导上存在两个误区 

    1. 地方政府及官员由于心态和观念存在误区给当地旅游事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当地政府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关心和表现政绩的心态比较突出。他们迫切希望任职期间通过发展旅游业带

来的轰动效应和经济效应造就个人业绩。因此在本地发展旅游业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有

些地方政府和官员还存在守旧依赖的心理，一味地"等、守、靠"，过分依赖上级的帮扶，而不是主动出击，

另辟其他多种途径，积极为本地旅游事业的发展拓宽渠道。 

    2. 政府的政策性失误和违法操作为发展旅游业付出过高的隐性成本 



    落后和贫困地区面对本地独特的旅游资源，急于为"闺中佳人"寻找"合意郎君"，但又因为出身卑微，不

敢奢望过高的心态，在为发展旅游业的招商引资过程中，有意放低进入门槛，造成隐性成本过高。有时为

了有效吸引投资发展经济，适当的放低进入门槛还是可行的。但不科学地、无原则地放低进入门槛，最终

只会给本地带来伤害尤其是对一些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的破坏更是让人痛心疾首。 

    (二) 当地社区和居民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落后和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的初衷就是要尽可能通过发展旅游业为当地政府和居民带来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只有当地政府的利益得到重视和满足，而当地居民的利益被忽视或重

视不够。这主要表现在： 

    1. 人为的操作导致本地劳动力就业不足 

    在旅游经营和旅游服务的劳动力使用上，企业往往舍本逐末，大量使用外地人员甚至不惜高薪聘请，造

成本地劳动力大量闲置。当然，为了保证旅游项目，旅游管理和旅游服务的高水平，有必要聘请外地一些

经验丰富、水平较高的旅游从业人员，但从扶贫角度看，最切实可行的做法就是充分挖掘和使用本地的人

力资源。 

    2. 当地社区的文化利益、环境利益受到损害 

    首先，旅游业是综合性产业，为了满足旅游者吃、住、行、游、购、娱各方面需求，旅游地就要相应的

建设各类服务设施和娱乐设施。旅游业是传播文明的窗口，它具有双重效果，发展得当，会促使当地与外

来文化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反之，则给双方都带来不利影响，不利于当地文明的进步和外来文明的传播。 

    其次，发展旅游业同其他产业一样，必然要造成一定的环境破坏。关键问题是，如何将对环境的不利影

响降低到最小化。现实中我们看到，有些落后地区在发展旅游业、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一味地强调开发，

忽视必要的保护性建设，缺乏环保意识和持续发展意识。对旅游资源的低级消耗，对游客行为缺乏有效的

引导和管理，以及对投资商、经营者的超标排污放任自流。殊不知，这种低效粗放型的旅游业发展模式，

是以牺牲当地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和环境资源为巨大代价的，这种旅游的外部不经济最终会损害当地居民

的利益，为以后的发展带来障碍。从公平原则看，当地居民的生存环境以及享受美好大自然的权利，由此

受到侵害也是不公平的。 



    旅游扶贫工作中存在的诸多误区，在发达地区也或多或少的存在，只不过相对而言，落后地区尤显突出。

落后和贫困地区的政府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在发展旅游业过程中的作为与不作为。如作者前面所述，这些

误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观念认识上的偏差从而出现指导思想错位造成的，因此要走出上述误区，首先落后

和贫困地区的政府和官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本着以民为本，真正为民谋福利，对人民负责的

为官原则，秉心行政。 

    其次，落后地区一定要摆正心态，在保证最大化利用本地资源，着眼于本地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又切实

给当地社区和居民带来诸多实惠的前提下，可适当放宽政策，许以投资者、开发商一定的优惠条件，鼓励

他们到本地投资建设。 

    再次，当地政府应树立法治观念，加快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依法行政，依法监督。企业或个人的任何

违法行为或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环境破坏的行为，应坚决予以制裁或强行制止。 

    另外，在处理与投资商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上，一定要明确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之间的界限。现实

中的经验告诉我们包括一些发达地区在内，由于政府政策引导上的失误及行政管理上的漏洞，所有权、经

营权和管理权的界限往往含糊不清，给现实的经营和管理带来混乱。其实，只要当地政府结合自身实际，

咨询专家意见，平衡好各方利益，大胆地探索实践，就会比较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 

    还有，要尊重当地社区和居民的利益，以能否给当地社区和居民带来最大实惠作为衡量工作得失的重要

标准。 

    旅游扶贫的思路是对的，关键在于如何结合落后地区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有效可行的发展之路。这既

关系到落后地区的脱贫致富和经济腾飞，同时又是对新时期政府智慧和职能的考验。  

    [参考文献] 

    [1 ]朱明芳，旅游扶贫的可行性研究工作[J ]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 (3)  

    [2 ]邹益，旅游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重要行业[J ] ，农村发展论坛，1996 ， (3)  

    [3 ]章尚正."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的反思[J ] ，旅游学刊，1998 ， (6)  

    [4 ]周歆红，关于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J ] ，旅游学刊，2002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