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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合理的旅游空间结构,
 

对于促进区域旅游要素的优化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在回顾国内外旅游空间结构

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构建了旅游空间结构评价指标体系,
 

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黔东南州旅游空

间结构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结果显示:
 

黔东南州旅游空间结构综合评价为一般等级,
 

分值为3.057,
 

旅游资源隶属

于良好等级,
 

旅游接待服务设施、
 

旅游客源市场、
 

旅游经济指标隶属于一般等级,
 

旅游交通运输指标则隶属于较差

等级.
 

基于此,
 

提出整合旅游资源、
 

推动“旅游+”、
 

加强旅游接待设施建设、
 

完善旅游立体交通网络体系、
 

明确旅

游目标市场等对策建议,
 

以期为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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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ourism
 

spatial
 

struc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optimal
 

alloca-
tion

 

of
 

regional
 

tourism
 

elements.
 

On
 

the
 

basis
 

of
 

a
 

review
 

of
 

related
 

researches
 

on
 

tourism
 

spatial
 

struc-
ture

 

at
 

home
 

and
 

abroad,
 

a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spatial
 

structure
 

in
 

Qiandongnan
 

Prefecture
 

is
 

con-
structed,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regional
 

tourism
 

spatial
 

structure
 

are
 

carried
 

out
 

with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based
 

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he
 

tourism
 

spatial
 

structure
 

in
 

Qiandongnan
 

Prefecture
 

is
 

of
 

“satisfactory”
 

grade,
 

with
 

a
 

score
 

of
 

3.057,
 

its
 

tourism
 

resources
 

belong
 

to
 

“good”
 

grade,
 

its
 

tourism
 

re-
ception

 

service
 

facilities,
 

tourist
 

source
 

market
 

and
 

tourism
 

economic
 

indicators
 

are
 

of
 

“satisfactory”
 

grade,
 

and
 

its
 

tourism
 

transportation
 

index
 

is
 

of
 

“poor”
 

grade.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some
 

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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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integrating
 

tourism
 

resources,
 

promoting
 

“tourism
 

+”,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reception
 

facilities,
 

improv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
portation

 

network
 

system
 

of
 

tourism,
 

and
 

clarifying
 

the
 

tourism
 

target
 

market,
 

so
 

a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nvironment
 

friendly
 

and
 

re-
source

 

efficien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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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空间结构是一个地区旅游活动的主体和客体在空间中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聚集程度和聚集状态,
 

它

体现了旅游活动的空间属性和相互关系,
 

是旅游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影[1].
 

科学合理的旅游空间结构,
 

可以促进区域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
 

使区域旅游要素得到优化配置.
 

学术界对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始于20
世纪60年代.

 

国外学者对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
 

在理论方面,
 

Christaller[2]、
 

Hills等[3]和Butler[4]分别提出了中心地理理论、
 

核心—边缘理论模型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实证方面,
 

Weaver[5]以加勒比海地区的安提瓜和巴布达群岛为例,
 

利用核心—边缘理论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
 

Bevilacqua等[6]、
 

Thomas等[7]、
 

Pearce[8]则分别以意大利威尼托地区、
 

比利时瓦隆地区、
 

巴黎地区等大中

尺度区域为例,
 

对其旅游空间结构特征进行了研究.
 

国内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旅游空间结构演变模式、
 

分

布特征、
 

影响因素及优化等方面.
 

陆林等[9]以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地为例,
 

系统分析了旅游地空间演化

的基本模式;
 

郭向阳等[10]、
 

王宜强等[11]分别以云南省和山东省的农业旅游为例,
 

运用交通优势度模型和空

间分析方法,
 

探究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变模式.
 

对空间结构的分布特征的研究,
 

王洪桥等[12]利用多元模型和

GIS空间分析对东北地区旅游空间格局的分布特征和演化机制进行了量测分析;
 

王新越等[13]运用定量研究

方法,
 

分析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资源、
 

交通、
 

经济等旅游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
 

构建合理的旅游发展格局.
 

对旅游空间结构影响要素的研究也是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陈建设等[14]、
 

许贤棠等[15]、
 

王新越等[16]分别

以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为样本,
 

认为旅游资源、
 

旅游市场需求、
 

交通区位等是影响县域旅游空

间布局的重要因素.
 

刘大均等[17]认为旅游微博空间分布受人口规模、
 

信息化程度、
 

旅游资源禀赋等因素的

综合影响.
 

在空间结构的优化策略研究方面,
 

杨仲元等[18]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基础,
 

分析了皖南旅游区

空间演化过程,
 

并提出了旅游区未来的发展方向;
 

王兆峰[19]以武陵山区为例,
 

提出武陵山区旅游交通系统

空间结构要构建“六中心四轴线”的旅游发展格局.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空间结构的理论、

 

分布特征、
 

演化规律、
 

机制及优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但是,
 

关于旅游空间结构的计量评价研究较少,
 

尤其缺少欠发达地域的相关实

证研究,
 

对于黔东南地区的研究尚属空白.
 

鉴于此,
 

本文以黔东南州为研究对象,
 

运用层析分析法和模糊

综合评价等计量研究方法,
 

探讨地区旅游空间结构分布特征,
 

提出优化策略,
 

以期为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

提供指导.

1 研究区概况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简称黔东南州)位于贵州省东南部,
 

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生态环境,
 

旅

游资源得天独厚.
 

黔东南州山光水色、
 

飞瀑流泉、
 

奇石异洞,
 

自然生态特征明显,
 

拥有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世界自然遗产地施秉云台山,
 

此外还拥有原始植被保护区与自然保护区29个,
 

国家级地质公园1
处,

 

国家级森林公园4处.
 

黔东南州历经千年的历史积淀,
 

形成了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
 

如少数民族的建

筑、
 

服饰、
 

饮食、
 

医药、
 

体育以及民族节日等,
 

充分展示了黔东南苗族和侗族丰富厚重的民族历史文化.
黔东南州依托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

 

把旅游业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
 

大力推进实施“旅游活州”战
略,

 

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成效明显.
 

据统计资料显示,
 

2012-2018年黔东南州旅游总收入由198.5亿元

增长到937.23亿元,
 

旅游接待总人数由2
 

409.9万人次增至10
 

807.59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从

2012年的41.55%增加至2018年的90.41%,
 

黔东南州旅游产业对区域国民经济的贡献力在不断增强.
 

但

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各市县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较大,
 

且发展极不平衡,
 

很多优势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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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
 

旅游发展的整体优势没有得到发挥.
 

因此,
 

本文对黔东南州的旅游空间结构发展进行综合评价,
 

并提出相关的优化策略,
 

以期为实现地区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2 研究方法及指标体系的构建

旅游空间结构的四大要素包括旅游资源、
 

旅游交通、
 

旅游接待服务设施和旅游市场.
 

本文在遵循系统

性、
 

科学性和可行性原则的基础上,
 

将旅游空间结构评价指标体系分为旅游资源、
 

旅游交通运输、
 

旅游接

待服务设施、
 

旅游客源市场、
 

旅游经济5个指标(表1).
表1 旅游空间结构评价指标体系

目 标 层 指 标 层 因  子  层

旅游空间结构评价指标体系Y 旅游资源X1 旅游资源空间分布集散程度X11

旅游资源开发多元化X12

旅游资源结构X13

特色旅游品牌X14

旅游资源知名度X15

旅游接待服务设施X2 旅游设施空间分布均衡度X21

旅游设施数量和质量等级X22

旅游接待服务水平X23

信息技术应用水平X24

旅游交通运输X3 旅游交通网络体系X31

景区(点)之间的交通连接性X32

边缘景区(点)的交通通达度X33

旅游线路规划的合理性X34

旅游客源市场X4 旅游客源市场集中度X41

旅游客源市场地域结构X42

旅游客源市场规模X43

旅游经济X5 国内旅游收入X51

旅游外汇收入X52

国内旅游人数X53

入境旅游人数X54

2.1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2.1.1 构造判断矩阵

向黔东南州内政府机关、
 

高校和旅游业界研究领域的专家发放咨询问卷20份,
 

回收20份,
 

回收率

100%.
 

由专家对评分表中的指标项分层次进行两两比较判断,
 

并按其重要程度进行打分,
 

通过整理分析,
 

得到指标层相关元素的判断矩阵A 为

A=

1.000 4.600 1.400 5.200 4.000
0.227 1.000 0.227 4.200 1.800
0.867 4.600 1.000 6.000 3.800
0.193 0.253 0.174 1.000 0.840
0.263 0.840 0.263 0.733 1.000

























2.1.2 权重计算及一致性检验

针对一致性检验,
 

采用和积法[15],
 

具体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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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将判断矩阵A 按列归一化,
 

并按行相加得到向量W
W =[1.910,

 

0.654,
 

1.756,
 

0.287,
 

0.394]T

  第二,
 

将向量W 归一化得

∑
n

i=1
Wi=1.910+0.654+1.756+0.287+0.394=5.000

W1=
W1

5 ==0.382   W2=
W2

5 =0.131   W3=
W3

5 =0.351

W4=
W4

5 =0.057   W5=
W5

5 =0.079

则所求特征向量

W =[0.382,
 

0.131,
 

0.351,
 

0.057,
 

0.079]T

  第三,
 

由AW 得到

(AW)1=2.088   (AW)2=0.548   (AW)3=1.926
(AW)4=0.291   (AW)5=0.426

因此,
 

判断矩阵A 的最大特征根λmax 为

λmax=∑
n

i=1

(AW)i
nWi

=
(AW)1
5W1

+
(AW)2
5W2

+
(AW)3
5W3

+
(AW)4
5W4

+
(AW)5
5W5

=5.126

  所求指标层属于5阶判断矩阵,
 

查表可知RI=1.12,
 

因此,
 

CI=λmax-n/n-1=0.035,
 

CR=CI/RI=
0.028<0.10成立,

 

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以同样的方法求出因子层各指标的权重,
 

且通过一致性检

验.
 

由此确定各层次指标的权重值,
 

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黔东南州旅游空间结构评价指标各因子权重

目 标 层 指标层 权重 因 子 层 权重 总权重

旅游资源X1 0.382 旅游资源空间分布集散程度X11 0.468 0.179
旅游资源开发多元化X12 0.148 0.057
旅游资源结构X13 0.233 0.089
特色旅游品牌X14 0.107 0.041
旅游资源知名度X15 0.045 0.017

旅游服务设施X2 0.131 旅游设施空间分布均衡度X21 0.525 0.069
旅游设施数量和质量等级X22 0.261 0.034
旅游接待服务水平X23 0.148 0.019
信息技术应用水平X24 0.067 0.009

黔东南州旅游空间结构 旅游交通运输X3 0.351 旅游交通网络体系X31 0.534 0.187
指标体系Y 景区(点)之间的交通连接性X32 0.275 0.097

边缘景区(点)的交通通达度X33 0.057 0.020
旅游线路规划的合理性X34 0.133 0.047

旅游客源市场X4 0.057 旅游客源市场集中度X41 0.583 0.033
旅游客源市场地域结构X42 0.313 0.018
旅游客源市场规模X43 0.104 0.006

旅游经济X5 0.079 国内旅游收入X51 0.427 0.034
旅游外汇收入X52 0.310 0.024
国内旅游人数X53 0.144 0.011
入境旅游人数X54 0.119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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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指标的模糊综合评价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通过运用模糊集合运算,
 

对事物内部各个因素进行评判,
 

从而对该事物做出综合评

判结果.
2.2.1 建立评价因素集合U

根据上文建立的指标体系,
 

建立黔东南州旅游空间结构评价因素集合U,
 

记为
 

U={
 

X1,
 

X2,
 

X3,
 

X4},
 

其中X1={
 

X11,
 

X12,
 

X13,
 

X14,
 

X15};
 

X2={
 

X21,
 

X22,
 

X23,
 

X24};
 

X3={
 

X31,
 

X32,
 

X33,
 

X34};
 

X4={
 

X41,
 

X42,
 

X43};
 

X5={
 

X51,
 

X52,
 

X53,
 

X54}.
2.2.2 建立评价集V

参考相关文献,
 

结合相关专家的意见,
 

建立黔东南州旅游空间结构评价集V={
 

V1,
 

V2,
 

V3,
 

V4,
 

V5}=
{优,

 

良,
 

一般,
 

较差,
 

很差},
 

并分别赋值为V={5,
 

4,
 

3,
 

2,
 

1}.
2.2.3 确定隶属度矩阵R

邀请黔东南州旅游学界的20位专家对各指标进行评价,
 

得到相关指标的综合评价等级,
 

结果如

表3所示.
表3 黔东南州旅游空间结构指标体系各因子模糊评分

因素集 分项因素 权重 评价因子 权重
评 价 等 级

优 良 一般 较差 很差

U X1 0.382 X11 0.468 0.150 0.400 0.300 0.150 0.000

X12 0.148 0.100 0.400 0.300 0.200 0.000

X13 0.233 0.200 0.400 0.250 0.100 0.050

X14 0.107 0.150 0.300 0.400 0.100 0.050

X15 0.045 0.100 0.200 0.450 0.250 0.000

X2 0.131 X21 0.525 0.100 0.250 0.500 0.100 0.050

X22 0.261 0.100 0.250 0.450 0.100 0.100

X23 0.148 0.050 0.300 0.450 0.150 0.050

X24 0.067 0.050 0.350 0.450 0.100 0.050

X3 0.351 X31 0.534 0.000 0.050 0.300 0.500 0.150

X32 0.275 0.050 0.150 0.200 0.500 0.100

X33 0.057 0.000 0.100 0.300 0.450 0.150

X34 0.133 0.150 0.400 0.350 0.100 0.000

X4 0.057 X41 0.583 0.000 0.250 0.500 0.150 0.100

X42 0.313 0.100 0.200 0.400 0.200 0.100

X43 0.104 0.100 0.200 0.500 0.150 0.050

X5 0.079 X51 0.427 0.050 0.300 0.500 0.150 0.000

X52 0.310 0.050 0.250 0.450 0.150 0.100

X53 0.144 0.050 0.250 0.500 0.100 0.100

X54 0.119 0.050 0.150 0.450 0.250 0.100
 

2.2.4 模糊矩阵复合运算

根据模糊评价集F=WR,
 

将数据代入公式,
 

指标层各项指标综合评价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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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468,
 

0.148,
 

0.233,
 

0.107,
 

0.045)

0.150 0.400 0.300 0.150 0.000
0.100 0.400 0.300 0.200 0.000
0.200 0.400 0.250 0.100 0.050
0.150 0.300 0.400 0.100 0.050
0.100 0.200 0.450 0.250 0.00

























=

(0.152,
 

0.381,
 

0.306,
 

0.145,
 

0.017)
同理,

 

得出指标层

F2=(0.089,
 

0.264,
 

0.477,
 

0.108,
 

0.063)

F3=(0.034,
 

0.127,
 

0.279,
 

0.443,
 

0.116)

F4=(0.042,
 

0.229,
 

0.469,
 

0.166,
 

0.095)

F5=(0.050,
 

0.259,
 

0.479,
 

0.155,
 

0.057)
目标层

F=(0.088,
 

0.258,
 

0.342,
 

0.247,
 

0.065)
则指标层各项指标综合得分

N1=F1V=3.509   N2=F2V=3.212   N3=F3V=2.439
N4=F4V=2.957   N5=F5V=3.090

目标层综合得分

N =FV=3.057

3 结论与讨论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
 

黔东南州旅游空间结构综合评价得分为3.057,
 

隶属于一般等级,
 

表明其旅游

空间结构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3.1 旅游资源要素分析

旅游资源指标综合得分为3.509,
 

隶属于良好等级.
 

由表3可知旅游资源空间分布集散程度、
 

旅游资源

结构、
 

旅游资源开发多元化对指标层所占权重分别为0.468,0.233,0.148,
 

综合评价等级为良,
 

表明黔东

南州旅游资源结构较单一,
 

差异化不明显,
 

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不均衡现象.
 

调查发现,
 

由于地理位置的趋

同性,
 

州内开发的自然旅游资源大都以喀斯特地貌山水风光观光为主,
 

人文旅游资源是以苗族、
 

侗族民族

文化为主题开发的民族歌舞、
 

农家乐、
 

民族工艺品等为主,
 

形式单一,
 

产品雷同.
 

黔东南州旅游资源在空间

分布上呈集聚状态,
 

旅游资源开发力度及地区发展的差异较大.
 

对2015年和2018年黔东南州国家A级旅

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研究发现,
 

A级旅游景区呈现西北、
 

东南分布密度高,
 

东北、
 

西南分布密度低的格局,
 

形

成以凯里西南部,
 

麻江、
 

丹寨、
 

雷山县交界一带以及镇远、
 

剑河和黎平县为中心,
 

其他地区零星分布的态

势,
 

如图1所示.
3.2 旅游接待服务设施要素分析

旅游接待服务设施指标综合得分3.212,
 

隶属于一般等级,
 

距离良好还有一定的差距.
 

由表3可知旅游

设施空间分布均衡度、
 

旅游设施数量和质量等级对指标层所占权重分别为0.525和0.261,
 

综合评价等级

为一般,
 

表明黔东南州旅游接待设施建设整体状况一般,
 

空间分布不均衡.
 

现有的接待设施总体上条件较

差,
 

高星级酒店数量少,
 

住宿以经济型酒店、
 

家庭旅馆为主,
 

自主经营,
 

标准化程度低.
 

据资料显示,
 

截至

2017年,
 

黔东南州3星级以上酒店共计44家,
 

其中5星级1家,
 

4星级9家.
 

旅行社方面,
 

国内旅行社总

社30家,
 

国际旅行社分社7家,
 

旅游直接从业人员11多万人,
 

间接从业人员达30多万人,
 

且很多工作人

员是无证上岗,
 

文化水平较低,
 

高层次人才匮乏.
 

且现有的旅游设施在空间上呈现出不均衡的分布状态,
 

对2017年黔东南州旅游酒店、
 

旅行社的空间分布调查发现,
 

区位条件好、
 

交通连接性较好的西北部和东南

部旅游设施分布数量较多,
 

集聚现象较明显,
 

如凯里、
 

施秉、
 

镇远、
 

雷山、
 

黎平等地,
 

而区位条件差、
 

交通

网络不发达的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的旅游设施建设落后,
 

数量少,
 

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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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号:
 

黔S(2019)007号(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监制).

图1 黔东南州2015年、
 

2018年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和密度

审图号:
 

黔S(2019)007号(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监制).

图2 黔东南州2017年星级酒店、
 

旅行社空间分布

3.3 旅游交通要素分析

旅游交通运输指标综合得分为2.439,
 

隶属介于较差等级.
 

由表3可知旅游交通网络体系、
 

景区(点)之
间的交通连接性对指标层所占权重分别为0.534和0.275,

 

综合评价等级为较差,
 

表明黔东南州旅游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景区之间的交通连接性不强.
 

在公路建设方面,
 

虽已实现村村通公路,
 

但很多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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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等级低、
 

质量差,
 

且回路少,
 

交通通达性差;
 

铁路运输方面,
 

虽有黔桂铁路、
 

湘黔铁路复线贯通全州,
 

但覆盖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对外交通接口主要集中在凯里、
 

镇远、
 

榕江和从江,
 

中部很多县市还没有铁

路,
 

进入性很差;
 

航空运输方面,
 

黎平机场、
 

黄平机场与杭州、
 

昆明、
 

广州、
 

重庆等城市建立了飞行航线,
 

但目前航线有限,
 

机场建设落后、
 

建设规模小,
 

在实现快捷交通、
 

提高可进入性方面还有待改进和完善.
3.4 旅游客源市场要素分析

旅游客源市场指标综合得分2.957,
 

接近于一般等级.
 

由表3可知旅游客源市场集中度、
 

旅游客源市场

地域结构对指标层所占权重分别为0.583和0.313,
 

综合评价等级为一般,
 

表明黔东南州旅游客源市场地

域结构分布较单一,
 

市场分布集中.
 

从黔东南州“十二五”期间接待游客的情况来看,
 

黔东南州旅游客源市

场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
 

且国内游客客源地比较少,
 

在空间分布上较集中,
 

主要集中在省内及周边距离较

近的重庆、
 

四川、
 

湖南、
 

云南和广西等省市,
 

其他省市游客接待量较少.
 

入境旅游客源市场主要以港澳台、
 

日本、
 

韩国和东南亚国家为主,
 

其次是欧洲的英国、
 

法国以及北美的美国,
 

辐射能力弱,
 

空间分布上较集

中.
 

而国内外客流在行为空间分布上存亦在差异性,
 

主要集中在凯里—镇远西北以及黎从榕沿线,
 

而州内

其他城市的旅游流分布较少.
3.5 旅游经济要素分析

旅游经济指标综合得分3.090,
 

属于一般等级.
 

由表3可知国内旅游收入、
 

旅游外汇收入、
 

国内旅游人

数对指标层所占权重分别为0.427,0.310,0.144,
 

综合评价等级为良、
 

一般和良,
 

表明黔东南州国内旅游

收入和国内旅游人数情况较好,
 

旅游外汇收入还有待提高.
 

查询2016-2018年黔东南州旅游业发展相关资

料可知,
 

旅游接待总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
 

2016年黔东南州共接待国内旅游者6
 

672.87
万人次,

 

占该年旅游总人数的99.5%,
 

国内旅游收入548.02亿元,
 

占旅游总收入的98.97%,
 

2018年黔东

南州接待国内旅游者10
 

802.95万人次,
 

占旅游总人数的99.95%,
 

国内旅游收入935.97亿元,
 

占旅游总

收入的99.86%.
 

从2016年到2018年,
 

黔东南州国内旅游人数和国内旅游收入在旅游总人数和旅游总收

入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所占比重较低,
 

对旅游业的贡献度低.

审图号:
 

黔S(2019)007号(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监制).

图3 黔东南州旅游空间布局图

4 优化策略

4.1 整合旅游资源,
 

完善旅游空间格局

结合“点—轴”系统理论,
 

本文认为

黔东南州旅游资源开发可以构建“一个龙

头,
 

三个核心,
 

三条轴线,
 

四大旅游区

域”的旅游发展格局(图3).
一个龙头:

 

凯里是黔东南州的交通

枢纽,
 

位于成渝、
 

大湘西、
 

珠三角城市群

的交通几何中心,
 

且处于黔东南州旅游

资源富集带,
 

旅游业发展基础较好,
 

因

此,
 

可以将凯里作为全州旅游产业的龙

头,
 

打造成为兼具旅游集散与综合服务、
 

原生态文化体验等功能为一体的生态旅

游名城.
 

三个核心:
 

镇远、
 

剑河、
 

黎平旅

游资源等级质量高,
 

民族文化特色明显,
 

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旅游产业

发展潜力大,
 

可以将这3个县培养成为

旅游发展的次级中心.
 

三条轴线:
 

以G320国道、
 

S308省道以及S202省道沿线形成3条旅游开发轴线,
 

带

动周边县市旅游产业发展.
 

四大旅游区域:
 

雷公山世界苗文化旅游区,
 

以凯里、
 

雷山为旅游集散中心,
 

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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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山自然保护区、
 

西江千户苗寨、
 

朗德苗寨、
 

下司古镇、
 

云谷田园为依托,
 

构建风光旖旎、
 

民族风情浓郁的

世界苗族文化旅游区.
 

镇远古城与舞阳河旅游区,
 

以镇远、
 

黄平为旅游集散中心,
 

重点建设黄平飞云崖、
 

舞

阳河风景名胜区、
 

施秉云台山、
 

镇远古城,
 

打造山水生态文化旅游走廊.
 

黎从榕世界侗文化旅游区,
 

以黎

平、
 

从江为旅游集散中心,
 

以肇兴侗寨、
 

小黄侗寨、
 

增冲鼓楼、
 

岜沙苗寨为核心,
 

建设世界侗文化旅游区.
 

剑河温泉文化旅游区,
 

以剑河温泉为核心,
 

深度挖掘仰阿莎民族文化,
 

构建集文化、
 

体验、
 

观光游览为一体

的旅游休闲度假区.
4.2 推动“旅游+”,

 

优化旅游产品结构

黔东南州通过推动“旅游+”,
 

充分挖掘旅游资源的潜在价值,
 

优化旅游产品结构.
 

黔东南州具有发展

农业的优越条件,
 

因此可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
 

开展生态农业观光、
 

农业采摘和特色农家乐,
 

推动“旅游+
农业”形式的发展.

 

如凯里云谷田园、
 

麻江蓝莓生态园、
 

乌卡坪等一批具有代表性和特色的现代农业园区,
 

保护和传承农耕文明的同时,
 

可以推动传统农业向创意农业转型升级;
 

其次,
 

黔东南作为苗族、
 

侗族生活

聚居地,
 

民族原生态性强,
 

可以依托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与手工艺,
 

开发文化旅游商品,
 

以工业化的理念

来打造银饰、
 

刺绣、
 

蜡染、
 

医药,
 

延伸产业链条,
 

推进“旅游+工业”的发展;
 

此外,
 

西江“旅游+扶贫”实践

的成功,
 

为旅游大扶贫提供了示范和引领作用,
 

之后总结推广出丹寨万达旅游小镇“企业带县”、
 

卡拉村“旅
游+民族技艺”以及黄平县川心村“大手”拉“小手”等一批旅游扶贫新模式.

 

因此,
 

大力推动“旅游+”,
 

把贫

困山村的特色优势产业与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结合起来,
 

实现旅游发展与脱贫攻坚精神双赢.
4.3 完善旅游接待设施空间布局,

 

提升旅游服务功能

旅游设施的合理配置是衡量一个地方旅游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首先,
 

黔东南州要强化凯里、
 

镇远、
 

黎平、
 

雷山等节点城市及重点景区附近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
 

提升酒店服务档次,
 

满足高层次旅游者的消

费需求,
 

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
 

推动服务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其次提升景区道路、
 

通

讯、
 

游客接待中心、
 

停车场、
 

旅游公厕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标准,
 

强化旅游服务,
 

同时开发苗、
 

侗家特色菜

系,
 

建设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旅游功能的饮食街区,
 

培育一批本土特色餐饮集团,
 

实施品牌连锁和标准化

经营;
 

最后加强对城市周边及其他市县旅游设施的建设,
 

如锦屏、
 

麻江、
 

丹寨等县近年来旅游业发展态势

良好,
 

但酒店分布数量少且档次低,
 

应根据旅游资源的开发条件和发展水平,
 

加强建设和管理,
 

进一步优

化区域旅游设施的空间布局.
4.4 优化旅游交通,

 

完善交通网络体系

旅游交通是连接旅游客源市场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纽带.
 

因此黔东南州要加快交通干线建设,
 

形成完

善的立体网络交通体系.
 

首先,
 

凯里、
 

镇远、
 

黄平和黎平作为游客集散中心,
 

要加强城市交通枢纽的建设,
 

优化机场、
 

高铁站、
 

火车站、
 

客运站等进出口设施的建设,
 

实现区域公路、
 

铁路和航空的有效衔接,
 

同时尽

快完善凯里、
 

黄平、
 

镇远、
 

黎平等旅游集散中心的旅游专线及通往景区的道路建设,
 

提高各旅游景区与城

区之间的通达度,
 

合理规划建设配套的加油站、
 

停车场等综合服务设施;
 

其次各市县要加强交通道路的建

设,
 

提高公路等级,
 

核心景区的进出通道应达到一级公路的标准,
 

重要的景区及游客进入量大的景区要规

划建设二级公路,
 

重要的乡村旅游点应以三级以上公路连接;
 

最后要拓展黄平、
 

黎平机场通航范围,
 

加强

与环渤海、
 

长三角、
 

珠三角城市群的联系,
 

提高远程客源市场的可出入条件.
4.5 明确旅游目标市场,

 

强化旅游宣传营销

黔东南州各县市首先要进行明确的市场定位,
 

层次分明地进行开发.
 

国内旅游市场方面,
 

将贵州省内

游客确定为一级客源市场,
 

进行重点开发与巩固;
 

湖南、
 

重庆、
 

四川、
 

云南、
 

广西等周边城市群距离近,
 

客

流量大,
 

可确定为二级客源市场,
 

积极开展旅游合作,
 

加大宣传营销;
 

珠三角、
 

长三角、
 

京津唐“环渤海”区
域,

 

距离较远,
 

但经济发展水平高,
 

游客出游意识强,
 

可作为三级客源市场,
 

制定优惠政策,
 

降低游客出行

成本,
 

拉动旅游消费;
 

港澳台游客距离近,
 

重游率高,
 

可作为一级客源市场.
 

国外旅游市场方面,
 

日本、
 

韩

国和东南亚国家因地缘因素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
 

近年来旅游人次增幅明显,
 

可作为二级客源市场,
 

通过

强化民族文化营销,
 

拓展客源;
 

英国、
 

法国、
 

美国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
 

潜力较大,
 

可作为三级客源市

场,
 

利用中西文化差异,
 

开展研学旅游、
 

商务旅游等提升知名度.
 

其次创新营销渠道,
 

与其他远程客源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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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位开展合作,
 

推进带薪休假和奖励旅游,
 

稳固客源市场;
 

借助《魅力中国城》和央视

春晚等电视节目提升知名度的契机,
 

全方位地利用网络、
 

广播、
 

电视等,
 

通过影视拍摄、
 

博客微信、
 

网站推

荐等手段进行旅游宣传促销,
 

加大广告投放力度,
 

树立高端品牌形象,
 

扩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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