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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民族地区古镇旅游业发展研究
基于旅游目的地系统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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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古镇旅游研究现状入手, 利用旅游目的地系统理论, 对湘西 4 大古镇旅游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湘西

民族地区古镇旅游发展的对策: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多方合作, 推进古镇旅游环境治理; 打造旅游品牌, 大力发展

旅游产业集群,将古镇旅游融入 三峡 旅游圈与 大湘西 旅游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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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民族地区,属于亚热带山区气候, 气候温和,四季分明, 其 4 大著名古镇即龙山里耶、永顺王村、花垣茶峒、凤凰沱

江,具有悠久的历史与人文底蕴,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丰富. 近年来, 凤凰沱江、永顺王村旅游业发展迅速, 龙山里耶、花垣茶

峒旅游业发展相对滞后,两极分化现象加剧, 古镇旅游治理问题不断出现. 笔者尝试用旅游目的地系统理论, 针对湘西古镇

旅游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

1 古镇旅游研究现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古镇旅游逐渐兴起,首先是江南古镇周庄率先在国内打出 中国第一水乡 的旗号,随后江浙一带

的古镇,如同里、乌镇等纷纷效仿,西部的大研镇(丽江)也因其独特的文化而在古镇开发中脱颖而出,随着丽江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的成功及 A PEC 领导人在周庄的观光使得古镇旅游达到了顶峰. 中国有关古镇旅游的研究走在古镇旅游开发的后

面,相对旅游开发来说, 古镇旅游研究工作显得较为薄弱. 查阅近 5 年的文献资料, 不难发现古镇旅游研究有以下几个特

点. ( 1)按研究的地域划分,古镇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江南水乡的江浙一带以及西部的四川、重庆、云南、湘西, 中部的安徽、

江西等地. ( 2)在古镇旅游的个案研究中,中国古镇旅游的研究表现出了极不平衡的区域差异性. 一般来说, 一个地方古镇

旅游业的兴起会推动该地古镇旅游研究的兴盛. ( 3)从文献研究的内容来看, 古镇旅游研究内容主要集于: ( )古镇旅游形

象定位研究,主要有王乃举( 2006)、胡渝苹( 2006)、李东和等( 2007)等.李东和等( 2007) [ 1] 通过对苏州水乡古镇旅游形象定

位进行了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古镇旅游形象定位的原则,提出定位建议. ( )古镇旅游开发与保护研究, 主要有章

玉钧( 2006)、刘德谦( 2005)、田喜洲( 2003)、钱永红( 2005)等. 如钱永红( 2005) [ 2] 在分析黄龙溪古镇旅游资源存在的特点与

问题基础上,提出实现当地古镇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 ( )古镇旅游竞争合作的博弈研究. 杨泸( 2006)、邢夫敏( 2006)、

刘佳等( 2005)等. 刘佳等( 2005) [3] 以江南 6 大古镇为例,提出建立在旅游资源的差异性和空间结构完善基础上的区域旅游

合作是唯一解决过度竞争的途径.

对湘西民族地区古镇旅游发展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张海燕( 2005) [ 4] 通过对湘西 4 大名镇

旅游资源的分析,提出利用丰富的旅游资源基础上组建旅游产业集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战略以及

旅游促销战略.该文是全面研究湘西 4大古镇旅游业发展状况的唯一文献.王兆峰教授[ 5] 的多篇论文涉及到凤凰沱江古镇

旅游、旅游产业集群、旅游市场开发与合作营销研究研究, 为湘西地区旅游业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些都为笔者研究湘西古镇

旅游以启发,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显然,学者们对古镇旅游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 主要表

现为:缺少从旅游目的地系统的视角对古镇旅游业发展进行研究; 没有将博弈理论、集群理论与旅游目的地系统理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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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对古镇旅游业发展进行研究.

2 旅游目的地系统理论
2. 1 旅游目的地系统的构成

旅游目的地系统是旅游系统的一个重要子系统,该系统包括旅游吸引物、设施、服务这 3 个方面,它吸引游客到这里消

费,既是产品的生产场所, 又是消费场所.吴必虎[ 6] 认为: 目的地系统主要是指为已经到达出行点的游客提供游览、娱乐、食

宿、购物、享受、体验或某些特殊服务等旅游需求的多种因素的综合体.旅游目的地系统如同其它区域系统, 是由众多自然、

经济与社会等要素(或由这些要素构成的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系统[ 7] , 如图 1 所示.旅游目的地系统的要素结构主要包括旅

游吸引物(主要是社会景观、文化景观、节事活动)、旅游设施(主要是基础设施、接待设施、康体娱乐设施、购物设施 )、旅游

业管理与服务(包括对旅游者和从业者的管理、管理机制、旅游服务 ) . 其中, 旅游吸引物是目的地的核心构成, 如湘西古镇

旅游中的凤凰古镇、南方长城等景观、端午节沱江赛龙舟等节事活动, 它决定了旅游目的地的层次、旅游品位, 是目的地系

统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子,旅游设施是使旅游吸引物转变为旅游产品的重要驱动因子, 缺少相应的旅游设施 (如交通、住

宿、餐饮等) ,目的地的可进入性、可停留性与停留的持久性将大打折扣.如湘西里耶古镇因交通设施落后, 旅游的可进入性

差;古镇住宿、餐饮设施落后,且远离龙山县城(周围没有良好的住宿条件与饮食环境) , 旅游的可停留性差、持久停留的可

能性大大降低.旅游目的地系统是一个和谐的人地共生系统,旅游地的人地和谐共生的包括 2 个方面的内涵, 即旅游目的

地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目的地人与自然的和谐.目的地系统的人地和谐共生需要建立在旅游管理与服务上, 政府部门为

游客提供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能够提升旅游目的地形象 ,营造良好旅游环境, 改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另外, 旅游部门

对旅游从业者的有效管理,能够提高旅游从业者素质, 减少旅游纠纷事件. 如湘西古镇旅游中, 政府颁布凤凰古城保护条

例,能够从规章、制度上对凤凰古城进行保护.政府为改善沱江水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修建江底排污管道, 避免了

沱江水质恶化,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图 1 旅游目的地系统的要素结构
2. 2 旅游目的地系统空间结构

旅游目的地系统的存在需要一定的空间结构来维持, 旅游目的地功能系统中资源要素、设施要素、服务要素最终都要

落到一定的地域空间上[7] .旅游目的地系统的空间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旅游目的地系统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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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组成要素可分为:旅游景点、旅游景区、旅游区、旅游中心地、旅游路线与旅游通道. 旅游中心地是

旅游接待设施、文化娱乐设施、购物设施、代理服务、导游服务、信息服务集中的地方,是旅游活动顺利完成的保障. 旅游目

的地系统中的旅游吸引物、旅游设施分布于各类景点、景区以及旅游中心地. 如城市附近的景点、景区, 旅游设施(如接待设

施、康体娱乐设施等)主要分布于附近的城市(城市属于旅游中心地 ) , 城市行使旅游接待功能, 为游客提供餐饮、住宿等服

务.当景点或景区远离城市时, 旅游接待功能主要由景点或景区附近地区承担, 旅游设施主要依托于景点或景区附近的区

域,如乡镇、县城(乡镇、县城属于低一级的旅游中心地) .

对于某一旅游目的地来说,旅游区是由不同景区组成的,每个景区又由不同的景点经过精心布置而成; 旅游线路是连

接不同景区(景点)和旅游接待地的纽带,旅游通道则是连接不同旅游区的纽带. 如大湘西属于区域性的旅游目的地, 张家

界与湘西州属于不同的旅游区,湘西州旅游区由德夯风景区、猛洞河风景区、凤凰古城风景区等构成;而凤凰古城风景区又

由不同的景点组成,凤凰古城 德夯、凤凰古城 王村 猛洞河等旅游线路将不同的旅游景区连接起来; 沱江古镇既是凤

凰县政府所在地,又是旅游景区, 旅游基础设施、接待设施、旅游购物设施、康体娱乐设施完善, 旅游中心地与景区重合. 芙

蓉镇属于猛洞河景区,各类旅游设施落后, 附近的旅游中心地级别低, 多数游客将附近的吉首市(较高级别的旅游中心地)

作为饮食、住宿的最佳选择地.

3 对湘西 4大古镇旅游业发展的思考
3. 1 湘西 4 大古镇的介绍[ 4]

( 1) 里耶镇. 龙山里耶古镇,地处湘渝边区, 龙山、保靖、秀山 3 县 15 个乡镇的交界点上, 距吉首市约120 km. 里耶古镇

是酉水河上的重要码头.里耶以秦简惊世, 里耶古城和 2 万枚秦简的发现, 为研究战国秦汉学术史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和信

息,将独立地构建起崭新的战国秦汉的历史框架,是考古游宝贵的财富.

( 2) 王村镇. 永顺王村古镇,距吉首市 50 km, 交通便利.王村是五代十国以后溪州彭氏土司时期的重镇, 古称 酉阳雄

镇 , 素有 小南京 之称.王村因电影 芙蓉镇 而文闻名于世, 是民俗旅游、考古旅游和观光游的重要胜地.

( 3) 茶峒镇.花垣茶峒,即沈从文笔下的 边城 , 西接重庆,南邻贵州, 距吉首市 90 km,交通便利. 这里的佛教文化底蕴

深厚,古城墙保存完整, 拥有太平军石达开西征将士牌位和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指挥所, 是红色旅游和考古旅游的圣地.

( 4) 沱江镇.凤凰沱江镇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距吉首市 50 km, 交通便利.沱江古镇早在东汉时即为五陵郡五溪蛮地,

历史悠久,风景修理, 城内名胜古迹甚多,如明清时的古建筑保存完好.民国第一位内阁总理熊希龄故居、清朝浙江总兵抗

英英雄郑国鸿的故居、文学大师沈从文故居、书画大师黄永玉等.

3. 2 湘西 4 大古镇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目前,湘西民族地区古镇旅游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4 大古镇旅游业发展极不平衡, 沱江古镇旅游

业最为兴盛,王村古镇旅游业次之, 里耶古镇与花垣茶峒旅游业发展滞后; 古镇旅游景点单一, 旅游基础设施落后; 古镇旅

游环境遭到破坏,旅游市场秩序混乱.

( 1) 4 大古镇旅游业发展极不平衡.湘西 4大古镇中,凤凰沱江古镇旅游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 2006

年,凤凰古镇旅游接待人数为 350 万人次, 占湘西州旅游总接待人数的 53. 4% , 旅游收入为 11 亿元, 占湘西州旅游收入的

44. 7% . 王村古镇旅游收入仅占永顺县旅游收入的很小部分, 古镇旅游收入主要来源于游客的吃、游、行等. 表 1 列举的旅

游线路的行程安排充分说明了旅游收入的来源.

表 1 旅游线路及行程安排

旅游线路名称 旅游行程安排

凤凰古城、猛洞河漂流 2 d游

第 1天:早吉首火车站接团, 早餐后车赴凤凰, 游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晚
自费欣赏苗族民俗篝火晚会或观沱江夜景, 宿凤凰; 第 2天:早餐后赴王村,激
情猛洞河漂流,游览千年古镇 芙蓉镇,自由品尝 刘晓庆 米豆腐, 晚餐后吉
首送团.

凤凰古城、德夯、王村、猛洞河漂
流 3 d游

第 1天:早餐后游览德夯苗寨,宿凤凰或吉首;第 2天:早餐后车赴凤凰,游览中
国历史文化名城 .晚自费欣赏苗族民俗篝火晚会或观沱江夜景, 宿凤凰;第
3天:早餐后赴王村,激情猛洞河漂流, 游览千年古镇 芙蓉镇,自由品尝 刘
晓庆 米豆腐,晚餐后吉首送团.

凤凰古城、德夯苗寨、王村、猛洞
河漂流 3 d游

第 1天:吉首早上 08: 00 前接站,乘车赴凤凰古城.游览凤凰古城 住吉首;
第 2天:早餐后,乘车赴吉首德夯风景区 住吉首;第 3天:早餐后, 乘车赴猛
洞河,沿途欣赏湘西田园风光. 天下第一漂 猛洞河漂流,中餐后,游览千年
古镇 芙蓉镇,欣赏刘晓庆当年拍芙蓉镇而扬名的青石板街.乘车返回吉首,
旅程结束.

资料来源:湘西古城旅游资讯网、中国凤凰旅游网、湖南张家界旅游网

从表 1 可以看出:凤凰沱江古镇的旅游收入主要来源于旅游 6大要素的各个方面, 2 d或 2 d 以上的行程,游客基本上

会留宿沱江古镇,夜晚除了可以观赏古城夜景外, 还可以自费观看篝火晚会; 游客在王村古镇停留时间很短, 一般为几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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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笔者所调查的旅游路线中, 很少有留宿王村的行程安排.另外,王村古镇没有收费性的景点, 缺少门票收入. 茶峒古镇

旅游业发展滞后,客源主要为重庆方向. 重庆红帽子旅游公司推出的湘西凤凰、边城茶峒、秀山 4 d游路线,将茶峒古镇纳入

行程中,但停留时间很短, 景点收入主要来源于翠翠岛门票. 据笔者调查发现:重庆方向的游客游览茶峒与交通便捷性分不

开的,茶峒是重庆秀山通往吉首的必经地. 近年来, 里耶古镇旅游发展渐渐兴起, 秀山县城 洪安 里耶 石堤 酉水风

光 秀山县城的旅游环线的开通,吸引了部分重庆方向的游客,但里耶的团体旅游人数十分有限, 旅游收入低.

( 2) 古镇旅游景点数量少、分布分散,旅游设施落后. 湘西 4 大古镇中, 凤凰古镇景区景点分布集中、数量多. 古镇内分

布着大量的景点,古镇附近也散布着大量景点(如南方长城、黄丝桥古城、老洞苗寨、山江苗寨、勾良苗寨、香炉山苗寨等) ,

众多景点经过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旅游路线. 但是,连接不同景点的旅游交通落后, 部分景点的可进入性差.王村古镇旅

游景点单调,景点开发滞后, 古镇旅游受猛洞河漂流影响, 季节性波动大. 花垣茶峒古镇旅游设施落后, 景点数量少. 据调

查,茶峒古镇旅游设施仍保留着多年前面貌, 接待设施落后, 交通极为不便. 茶峒古镇景点少,游览整个古镇景点仅需 30

min.在湘西旅行社所推出团体游行程中, 茶峒古镇因交通不便, 可进入性差, 景点少,很少有人问津. 里耶古镇东距张家界

机场 250 km,西距 G319 高速公路(在建)、渝怀铁路 30 km, 北距龙山县城 112 km, 南距吉首火车站 120 km, 再加上山路崎

岖,如从吉首火车站坐车出发, 到达里耶镇最少需 5. 5 h. 在湘西 4 大古镇中,里耶古镇的旅游可进入性最差.

( 3) 古镇旅游环境遭到破坏, 旅游市场秩序混乱.湘西 4大古镇中, 里耶古镇环境破坏严重, 主要表现为:里耶古镇酉水

河畔,大片的河滩已经裸露出来, 卵石颜色铅灰,河水呈现黑色,其污染源主要来自于重庆市所辖石堤镇 13 家锰矿企业 .这

些锰矿企业生产废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于酉水河流, 据保靖县环保局 2003 年 8 月 19 日在酉水梅江河段检测数据 ,其

中汞含量超标 719 倍,锌含量超标 9 倍, 锰含量超标11 874倍, 铅含量超标 5 倍,已经严重威胁当地人民的饮水安全.

湘西古镇旅游市场秩序混乱,主要表现在 :古镇旅游产品价格战不断. 如旅行社为了赢得大量顾客, 不断降低旅游组团

报价,不同旅行社之间价格竞争激励. 另外,部分旅行社获利很少 ,加大对导游人员的盘剥, 旅行社与导游之间关系恶化 .如

某旅行社接待了一批外地游客,外地组团社已收游客门票费用, 并和游客签订合同(合同规定: 若不去参观旅游景点, 门票

费用概不退还) , 却对古镇旅游接待地旅行社谎称未收门票费用. 古镇旅行社的收入与参观景点的人数高度相关, 参观景点

人数越多时,所获返利越多(如满 10 送 2,即参观景点人数超过 10 人时,可以获得 2张免票收入) . 在这种情形下, 古镇旅行

社规定:当参观古镇景点游客达不到规定的数目时,旅行社的损失由导游承担, 导游颇有意见,与旅行社关系紧张.

3. 3 湘西 4 大古镇旅游业的发展对策

湘西古镇旅游的发展需要统一认识,在旅游目的地系统理论的指导下, 将古镇旅游规划纳入大湘西旅游目的地系统

内,推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开展合作,推进古镇旅游环境治理;发展旅游产业集群, 融入 三峡 旅游圈与大湘西旅游圈.

( 1) 加强旅游设施建设, 特别是旅游接待设施、道路交通设施的建设. 湘西古镇旅游的发展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特

别是高速公路设施建设,增强古镇旅游的可进入性.在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时, 要着眼于整个旅游目的地系统, 用便利的

交通将古镇景区(景点)串联起来,形成不同的旅游路线. 如加快花垣 里耶 龙山改造工程, 打造茶峒 里耶旅游路线 .加

快吉茶(吉首至茶峒)高速公路建设步伐,待吉茶高速建成后, 沱江古镇、茶峒古镇与里耶古镇需要加强合作,打造凤凰 茶

峒、凤凰 茶峒 里耶的精品路线. 另外,加快古镇旅游接待设施的建设,增强古镇旅游的可停留性. 湘西 4 大古镇中, 沱江

古镇的旅游接待设施最为完善,等级最高, 旅游中心地与景区重合, 其他 3 大古镇的旅游接待设施发展滞后, 景区附近的旅

游中心地旅游接待、服务功能不完善. 按照旅游目的地系统理论, 旅游中心地具有不同的等级层次,古镇旅游接待设施可以

选择景点附近的旅游中心地(如乡镇) ,也可以选择较高层次的旅游中心地(如县城或市 ) . 如茶峒古镇旅游业发展中, 可以

将附近的花垣县城作为旅游中心地,实现景区、旅游中心地分离. 景区、中心地分离的优点在于: 一是有利于景区保护. 古镇

旅游景区具有一定的旅游承载力,包括心理承载力、经济承载力、技术承载力.在旅游旺季时, 大量游客的涌入将破坏旅游

地环境与承载力.景区与旅游中心地的分离有利于景区保护.二是增加顾客满意度. 当中心地位于区域经济活动中心时 ,各

类旅游接待设施都比较完善,游客的饮食、住宿条件较好,满意度高.但是, 景区与旅游中心地分离需要具备以下前提: 一是

景区离旅游中心地距离近,交通便利; 二是旅游中心地能够提供一些夜间旅游产品给游客, 增加旅游中心地的可停留性.

( 2) 开展多方合作, 推进古镇旅游环境治理.古镇旅游环境治理包括 2 个方面内容: 一是古镇旅游生态环境治理; 二是

古镇旅游市场环境治理.里耶古镇酉水河污染源来自上游重庆市所辖石堤镇 13 家锰矿企业. 上游锰矿企业排污所带来的

外部性,严重影响并破坏了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酉水河具有跨区域性, 酉水河治理单靠里耶古镇政府的力量难以奏效 ,应

该与重庆市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合作,从源头上加以治理.当跨境合作受阻时, 可以向国家环保部门投诉, 在国家相关部门的

督促下,寻求源头上彻底治理.

另外,政府部门需要规范古镇旅游市场秩序,制定相关条例以规范旅行社与旅游企业的经营行为 .另外, 古镇旅游业市

场秩序的规范还需要行业协会的支持.因此, 需要成立旅游协会, 并在旅游协会的带领下,加强合作, 防止不正当竞争.

( 3) 打造旅游品牌, 大力发展旅游产业集群,将古镇旅游融入 三峡 旅游圈与 大湘西 旅游圈.旅游目的地系统理论认

为:旅游目的地是具有独特的市场形象、具备诱发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的能力、激发旅游者做出出游决策、满足旅游者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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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的旅游体验的需要和具有完善的区域管理与协调机构的综合地域单元. 在旅游目的地系统中,旅游景区是由不同的

旅游景点构成的,旅游线路是连接不同景区(景点)的纽带,旅游通道连接着不同的旅游区.湘西古镇旅游业发展需要统一

认识,加强大湘西目的地旅游系统内部合作, 打造大湘西目的地旅游品牌. 另外, 利用 张家界 、凤凰 等著名景区的品牌

效应,实现 捆绑 式经营. 如可以将里耶古镇的经营权进行估价并转让给著名旅游企业经营, 打造 张家界 凤凰 茶峒

里耶 精品路线.

另外,在大湘西旅游目的地系统内, 旅游资源丰富, 层次性强,大量旅游企业与相关利益主体聚集在多个旅游中心地与

景区,随着吉首 茶峒高速公路、花垣 里耶 龙山省道、重庆 怀化铁路的即将开通,旅游目的地系统内的旅游业空间分

布呈现出 点- 线- 面(网) 的演化趋势.目前, 目的地系统内旅游处在 线- 面(网) 的过渡期.因此,需要利用有利时机,

大力发展旅游产业集群,让古镇旅游规划与发展融入到旅游产业集群中来.

国家旅游局等 6 部门联合组织编制完成的 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发展规划 提出了构建大三峡旅游经济圈的远景纲要.

大三峡旅游经济圈由 一轴、两极、五个辐射带、一个关联地带 组成: 一轴 指长江, 两极 指宜昌和重庆, 五个辐射带 包

括乌江、赤水、大宁河、神农溪、湘江, 一个关联地带 指湘西凤凰城.因此, 湘西古镇旅游要以此为契机, 早做旅游规划, 加

强与湖北、重庆、四川、贵州 4 省的合作, 争取早日融入 大三峡 旅游圈(旅游目的地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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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Ancient Towns in the Western Hunan
Fr om the Destination Sy stem s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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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 ing fr om the cur rent tourism situation of the ancient tow ns, and apply ing the theor y o f

to ur ism dest inat ion system, this paper analy ses the current tourism situat ion of the four ancient tow ns in

the w estern H unan. Som e m easures ar e proposed to develop the tourism of the ancient to w ms in w ester n

H unan,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inf rast ructur e, environmental go vernance w ith much cooperation,

brand-building, the developm ent of tourism cluster and integrat ing them into the T hree Gorg es

to ur ism circle and the big Xiang Xi tour ism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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