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黔区域旅游合作研究川黔区域旅游合作研究川黔区域旅游合作研究川黔区域旅游合作研究 

作者：白雪  

1 川黔旅游合作基础条件分析    

    

  区域旅游合作是我国旅游业发展到现阶段的客观需要,是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避免恶性竞争的必由

之路。 四川与贵州山水相连，同属西南六省区市合作区域及川渝黔“金三角”旅游合作区域成员，两省在旅

游产品建设和发展上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在对外的市场开发上有着共同的目标客源群。由于两地

同属于大西南旅游区，两地的区域旅游发展有很强的合作优势和机会。川黔旅游合作的基础条件相对来说

是比较雄厚的，下面将从资源概况，政策支持， 交通 ，文化,市场等方面来分析条件的优劣情况。    

 

  1.1 资源概况    

  川黔主要旅游资源见表 1和表 2：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四川和贵州的旅游资源是相当丰富的，其中大量景区是我国目前旅游的热点地

区，具有极强的旅游市场吸引力。特别是 2007年 6 月贵州荔波作为“ 中国 南方喀斯特”中的一员被列入世

界 自然 遗产名录后，实现了贵州省世界遗产零的突破，使得贵州省在旅游业的发展上更具有资本。但是

贵州省旅游业的发展相对于四川来说还是有较大差距。两地如何利用好这一差距，真正发挥出两地发展的

潜力与实力，实现资源互补，杜绝恶性竞争，加强合作，使四川的旅游产业更强，贵州的旅游产业快速发

展，是我们真正要思考的问题。    

 

  1.2 政策支持    

 

  在旅游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重要产业的今天，政府对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视已经被广泛接受。区域旅游

要得到很好的发展，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一个很重要的保证。总的说来对于区域旅游的合作两地政府都持支

持态度，特别是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旅游业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重点扶持的产业。随着“十一五”规划

的制定与实施，党的十七大的顺利召开，各级政府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有着相当强的期望。（见表 3）  

   

  从以上的资料可以看出，政府的大力支持可以作为两地发展区域旅游合作的保障。只要拿出行之有效

的措施，政府之间加强交流与沟通，排除各种壁垒来大力支持两地旅游业的合作发展，就能为两地旅游区

域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川黔两地间的 旅游 交流合作需要便利的交通为前提,构筑两地间快速、便捷的交通 网络 是十分重要

的。从自身的交通条件来说，四川是盆地平原地貌，交通 发展 相对超前，各大高速公路，铁路网密集，

航班四通八达。因此各景区景点的可进入性较好。而贵州地处高原, 境内山地众多, 铁路、公路建设成本非

常高, 因而许多景区交通很不方便, 可进入性相对较差。游人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高, 逗留时间短。所以相

对于其它交通便利的省市来说，两地间的可进入性还有待加强。建议在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铁路方面增开

特快列车以及旅游列车，使公路、铁路、航空三位一体的交通网络成为川黔两地间更加频繁的旅游交流合

作的坚实的基础。    

 

  1.4 市场条件    

 

  旅游市场存在着无限的机遇与挑战。近年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无疑会给四川和贵州的旅

游带来巨大的客源市场。同时随着国民 经济 的蓬勃发展, 旅游消费将成为我国居民的主要休闲消费方式。



四川旅游业，贵州旅游业都将以空前的速度稳步前进, 旅游活动更加大众化、社会化, 这为两地的区域旅游

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旅行社和旅游者都要寻找新的旅游目的地, 以满足日

益增长的旅游需求。四川已经是一个较成熟的旅游目的地，游客会通过经验效应慕名而来。而贵州旅游的

厚积勃发，使得贵州即将成为旅游者新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民营资本大力进军旅游

业，使两地的旅游业面临空前巨大的融资机遇。不过与机遇并存的是挑战。由于两地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不

一致，贵州旅游的开发明显晚于四川，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四川，如果没有协调好各方

面的利益，处理好各种问题，就可能使四川旅游业的发展停滞不前，贵州也将会进一步拉大与旅游业发达

地区的差距, 旅游业发展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 而发展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小。    

    

  2 川黔区域旅游合作对策研究    

    

  （1）加强旅游 企业 合作，建立完善的区域大旅游市场。区域旅游的合作，政府的引导是关键，旅游

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却是基础中的基础。 在政府的支持鼓励下，两地的旅游企业应该联合开发旅游资源,共

同打造和包装精品旅游线路,相互推介旅游团队,实现资源、宣传、管理、效益等方面的共享，最大限度的进

入双方的旅游市场。    

 

  （2）打造具有良好社会效应的整体旅游形象。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对于旅游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吸引

力，也是旅游者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评判标准。所以做好形象定位与形象营销是进行两地区域旅游合作

的重要手段。四川在打造自身旅游形象，树立旅游品牌上是作的比较超前的。成都的最佳旅游城市的创立

本身就是一个具体的旅游形象，再加上近几年休闲旅游的快速发展，又为四川旅游的形象画上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由于近几年政府对贵州旅游的大力支持，提出了“多彩贵州”的旅游形象，并拍摄了多彩贵州旅游

形象宣传片，取得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如果两地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我们就可以对外宣传两地的整体旅

游形象。和谐四川：天府之国，休闲之都；多彩贵州：森林之城，避暑之都。    

 

  （3）发展品牌旅游，特色旅游，探索新的旅游热点。西南地区的旅游要发展必须具备自身的特色，才

能有很强的旅游吸引力。通过对四川与贵州旅游资源环境的分析，建议发展品牌旅游和特色旅游，形成核

心竞争力，同时深度开发优势资源，探索新的旅游热点，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①发展红色旅游。四川和贵州都是红军长征的战略要地。四川广安的小平故里，华蓥山，泸定桥，赤

水，贵州的遵义会议会址，红军山，娄山关，息烽集中营等。这些都可以优化组合成精品红色旅游线路。

再加上 2005年，国家对贵州旅游投资 3280万元，用于安顺王若飞故居，遵义会议会址，红军山，娄山关

等红色旅游景区（点）基础设施建设，又进一步为两地的红色旅游合作奠定了坚实而牢固的基础。 

 

  ②青山绿水和谐生态游。四川虽然是盆地，但是同样山青水秀，有天下秀的峨嵋，“人间天堂”之称的

九寨沟。贵州的山水更是极品，有世界闻名的黄果树瀑布，“ 中国 南方喀斯特”荔波风景区。对于这些精

品旅游产品进行有序合理的开发，推出合适的旅游线路，并且克服可进入性较差的问题，一定会吸引众多

的客源。    

 

  ③休闲避暑旅游。成都是一座休闲城市，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是轻松而具有文化特色的。贵阳素有“林

城”之称，森林覆盖率很高，因此气候条件非常宜人。我们可以把休闲避暑作为一个整体来开发。 

 

  ④民族风情旅游。四川和贵州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有璀璨的文化、悠久的 历史 、独特的风情、多

彩的民俗、奇妙的建筑、古老的宗教等,这些珍贵的财富,是世界多彩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是两地旅

游资源的“金矿”,对国内外旅游者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可以作为两地的拳头旅游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 



 

  ⑤探索新旅游热点——异地养老旅游。异地养老旅游是一种新的旅游热点。笔者根据贵阳与成都的具

体情况提出可以在这两个地区试点这一旅游方式。不过笔者建议这一旅游方式可以和休闲避暑旅游相结合。

四川成都的气候条件相对来说是比不上贵州贵阳的，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夏天或者冬天更适应于贵阳这样

的气候。而贵阳的社区和谐文化也发展得较好，适合于老年人的融入。因此可以在贵阳建立异地养老游的

定点单位，或者修建旅游养老院专门接待老人，为老人量身定做旅游线路。把四川作为重点客源地，如果

发展比较好，可以向外扩大。    

    

  3 结语    

    

  川黔区域旅游合作要在充分分析两地自身的优势、劣势、发展的机会和挑战的基础上, 结合两地的资

源优势, 找准目标市场, 进行市场定位。同时把两个地区的分散旅游做成大区域的整体旅游,增强各自的竞

争实力,提升整个大区域的旅游形象,才能最终实现两地旅游业的资源、利益共享的双赢局面。同时我们要把

握时代的脉搏，在各方面的合作上推陈出新，由走在前面的四川带动后劲十足的贵州，互惠互利，实现两

地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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