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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exploiting its special tourism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 tourism economy, the ethnic area’s 
financial incomes are greatly affected. It is also helpful to overcome local area’s poverty and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ourism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tourism 
resources in Longsheng County,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e factors limi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and brings out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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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地区通过开发特色旅游资源，发展旅游经济，对地区经济发展、脱贫致富和对外开放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龙胜县特色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发展现状，指出制约其旅游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因素及其对策。 

关键词：对策；旅游经济发展；特色旅游资源；桂林龙胜 

 
随着城市生活的日益拥挤和紧张，人们生活水平

的持续提高以及交通条件和休假制度的不断完善，为

缓解压力，人们往往会选择外出旅游来调整生活节奏，

愉悦身心，因此旅游越来越普及化。民族地区大多地

处祖国内陆或边远郊区，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民族

文化气息浓郁、旅游资源各具特色，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国内外游客到此度假观光，为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开辟了新渠道，注入了新活力。 

1.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经济的意义 

1.1 发展旅游经济有利于发挥民族地区的资源优

势，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发展。 

民族地区由于大多地处我国内陆及西部省区，经

济发展缓慢，但拥有丰富而独特的旅游资源。而旅游

业是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行业，每完成一次供给直

接涉及 18 个行业，间接涉及行业高达 70 个左右。据

WTO 资料显示，旅游业有较高的乘数效应，每直接收

入 1 元，相关行业的收入就能增加 413 元。因此，发

展旅游经济不仅可以增加民族地区的财政收入，支持

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且还可以带动

民族地区科教文卫等各项事业的建设，优化地区产业

结构，促进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 

1.2 发展旅游经济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实现民

族地区的脱贫致富。 

旅游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旅游业比发

展其他非服务性行业更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根据

WTO 专家的预测，旅游资源丰富的第三世界国家，旅

游收入每增加 3 万美元，将增加 2 个直接就业机会和

5 个间接就业机会。因此，发展旅游经济可以转移民

族地区剩余劳动力，通过参与旅游活动，给当地居民

创造经济效益，为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开辟了新的发展

道路。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通过旅游开发而脱贫的人

口已达到 300 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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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展旅游经济有利于加快民族地区对外开

放，促进文化素质的提高和观念的转变。 

民族地区由于受自然条件和区位条件的影响，大

部分在地域上表现出内陆性、边缘性和封闭性等特征，

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落后，思想观念封闭，文化水平

低下。随着旅游的开发，给民族地区带来了大量的人

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打破了地区封闭状态，

促进了地区间的交流，扩大了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

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增强市场经济意识，激发学习的

动力，提高了受教育水平，带动民族地区社会文明的

进步。 

2.龙胜县特色旅游资源 

龙胜县所有的旅游资源类型多样、内容丰富，并

且资源品位以及旅游价值具有很大优势。依据国家分

类标准，龙胜县旅游资源拥有全部 8 种主类，26 种亚

类占全国 31 种亚类的 83.9%，77 种基本类型约占全

国 155 种基本类型的 50%。其中，龙胜县生物景观类

和人文活动类，分别占全国同类基本类型的 72.7%和

75%，这表明优美的森林景观和丰富多彩的独特民族

文化风情成为该地主要的特色及优势旅游资源。 

龙胜县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其中以梯田景观、

民族文化风情以及原始森林资源独特，在区内外享有

很高的知名度。除此之外，还有龙胜温泉、玉龙滩漂

流、南山大草场风光等。 

龙脊梯田，堪称“天下一绝”，是以农艺景观为主

体，融入壮、瑶等少数民族传统民族风情，集自然景

观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综合型旅游景区。那一块块水

田如链似带般的从山脚盘绕至山顶，层层叠叠、绵延

起伏，被誉为“诗境家园”，它所蕴含的浑厚的梯田文

化具有世界意义的垄断性，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 

民族文化风情独具特色，吸引力强。龙胜县聚居

着苗、瑶、壮、侗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

总人口的 76.9%，各民族风情古朴、奇特，传统艺术

和文化生活非常丰富。金竹壮寨、白面瑶寨、银水侗

寨是欣赏民族风情的绝佳去处，古朴淳厚的民风、多

姿多彩的民俗、别具一格的服饰、精巧别致的建筑……

构成了龙胜青山绿水之外的又一风景，是吸引游客的

重要人文旅游资源。 

森林景观丰富奇特。龙胜县森林资源十分丰富，

森林覆盖率高达 74%，绿化率 94%。绿色生态资源是

龙胜县最为突出的旅游资源，森林原始性强，具有很

强的观赏价值。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广西最大的

亚热带常绿原始阔叶林区，不仅有奇花异草、珍禽异

兽，还有许多溪泉瀑布，被誉为“南国瀑布之乡”。此

外，彭祖坪原始林区以及西江坪林区、矮岭温泉森林

公园也均是绿色生态资源的代表。 

3.龙胜县旅游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3.1 龙胜县旅游经济发展现状 

龙胜各族自治县位于广西东北部，距世界旅游名

城桂林 87 公里，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之

一，全县面积 2538 平方公里，总人口 16.7 万人,居住

着苗、瑶、侗、壮、汉五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

县总人口的 76.9%，龙胜是一个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

田”的山区县，依托桂林旅游市场，龙胜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 

自 1983 年进行旅游开发以来，龙胜旅游取得了长

足发展，已逐步形成了以温泉景区和龙脊梯田景区为

核心，集县城景区、龙脊景区、温泉景区、南山景区、

彭祖坪景区、花坪自然保护区等六大景区，白面、细

门、黄洛、平安、金竹、龙脊、大唐湾、银水等瑶、

壮、侗少数民族村寨和岩门峡漂流、龙胜温泉森林公

园等众多景点，成功地将龙脊梯田和红衣节推向国内

外并使之成为旅游品牌。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龙胜旅

游成绩卓著，旅游区居民通过参与旅游活动，纷纷走

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具体见下表： 

 
Table 1. Basic Situa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Longsheng During 1989 to 2009 

表 1 1989-2009 年龙胜旅游业发展基本情况 

万人次、万元 

年 度 
接待 
人数 

旅游 
收入 

年 度 
接待游 
客人数 

旅游 
收入 

年 度 
接待游 
客人数 

旅游 
收入 

1989 3.57 15.51 1996 24.10 1810 2003 46.60 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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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6.09 30.75 1997 26.10 2061 2004 52.60 6744 

1991 8.74 43.78 1998 28.60 2320 2005 57.90 18927 

1992 10.67 102 1999 32.00 2600 2006 66.00 27400 

1993 13.91 207.96 2000 36.50 3610 2007 77.60 36928 

1994 16.80 481.70 2001 38.60 3900 2008 100.27 61098 

1995 20.22 1150 2002 42.46 4524 2009 118.50 71600 

资料来源：龙胜县旅游公司、旅游局历年总结统计。 

 

除此之外，龙胜县在进行旅游开发的同时，一方

面带动了交通、商贸等行业的发展，全县公路通村率

由 1985 年的 10%上升到 2005 年的 93%，建立了广西

最大的高山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另一方面促进了生

态建设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增进了各族人民的

友谊和信任，建立了融洽的民族关系，加快了建设和

谐社会的步伐。 

3.2 龙胜县旅游经济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龙胜旅游经济的发展虽取得显著的成绩，给全县

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但也存在不少问

题，制约着龙胜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如下： 

3.2.1 缺乏科学合理规划，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盲目性和雷同性。 

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规划是发展旅游经济的前

提，而龙胜县旅游总体规划发展滞后，导致重复建设

的短期行为，各旅游景点相互不合理竞争，降低了总

体效益。如从事旅游开发的红瑶寨主要集中在龙脊梯

田景区——温泉度假区长 70 多公里的沿线上，其中三

门、细门、白面三个瑶寨彼此距离平均不到 5 公里，

而且展示的民俗节目也基本大同小异；壮、侗族民俗

旅游产品呈给游客的，也都少不了扁担舞、竹竿舞和

芦笙踩堂、侗族大歌等，内容上缺少变化。这种雷同

性常给游人一种“游此不游彼”的失落感，各村寨为争

夺游客，导致行业间恶性竞争。 

3.2.2 开发利用不足，缺乏深层次旅游产品。 

目前，龙胜县的旅游开发尚处于浅层次的开发阶

段，旅游类型少、活动内容单一，多以观光游览型旅

游为主。同时，对侗、苗民俗旅游资源尚未充分挖掘，

民族文化风情旅游发展水平低。龙胜已开发的少数民

族旅游村寨仅停留在简单的表演民族歌舞和民族婚礼

的阶段，缺乏对各民族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各民族

活动呈现趋同性。此外，民族服饰、民族民俗的展示，

缺乏与游客的互动、参与，没能让游客了解并体会其

过程经历。 

3.2.3 旅游购物品花色品种单调，未形成统一的市场规

模。 

龙胜县拥有一批优质的旅游工艺品和土特产品，

如竹制、木制工艺品，“龙脊四宝”、蕨菜、香菇、竹

笋等土特产品，但因开发力度不足，产品缺乏特色，

包装简易，如著名的“龙脊四宝”就缺少美观、富有特

色的外包装；当地的“蜂王酒”是著名的保健药酒，用

的却是其他酒瓶或塑料袋包装，让人真假难辨，因而

降低了游客的购买欲望。除此之外，对富有少数民族

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如壮锦、侗布等也没有真正商

品化；革命文物商品的开发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

旅游购物比重仅占游客消费的 15%左右，旅游购物对

旅游经济的发展所创造的价值极其有限。 

3.2.4 资金投入有限，设施建设不完善。 

由于龙胜县是贫困县，县域经济发展比较落后，

影响了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制约了龙胜旅游经济

的发展。如西江坪、花坪林区景区公路进入性较差，

交通状况亟待改善；平等乡平等村的“红一军团政治部

旧址”、平等乡龙坪村的“红军军委旧址”等红军长征历

史文物，具有很高的历史价格和旅游开发潜力，亟待

维护与开发。另外，民族村寨的开发，由于相应的配

套设施不完善，如消防、卫生等，对游客的人生财产

安全造成一定威胁，不利于民族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 

3.2.5 经营管理体制不健全，市场不够规范。 

龙胜县至今还未制定本县通用的旅游管理办法，

有些景区即便自行制定有相关的管理规章，但由于各

方面原因，也没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如白面瑶寨就曾

因服务质量和环境卫生差而被暂时关闭；黄洛瑶寨和

平安壮寨也发生过群众争客和宰客现象；龙脊梯田景

区也还存在着拉客、抢客行为。同时旅游资源经营高

度集中，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旅游服

务质量和旅游经济效益的提高，制约了龙胜旅游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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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政府、旅游开发商与旅游社区

居民，旅游社区居民家庭与家庭间，如平安壮寨、白

面瑶寨等，由于利益的冲突，存在诸多不可协调的矛

盾。 

3.2.6 从业人员总体素质不高，旅游行业整体服务水平

较低。 

在龙胜具有竞争优势的龙胜旅游总公司，直接从

业人员 79 人，具有大专学历的仅 3 人，高中和中专 3

人，通过旅行社经理资格考试的 2 人；银杉宾馆，员

工 40 人，大专以上 5 人，高中、中专 18 人，初中文

化 17 人，无人通过旅游饭店经理资格考试。由此可见，

龙胜县旅游人才匮乏，培养机制不健全，导致经营管

理效率低，服务质量不到位。此外，当地优秀的民族

旅游服务人才，由于受发达地区经济利益的驱动，纷

纷外流，降低了当地民族旅游的文化含量。 

4.龙胜县旅游经济发展对策 

4.1 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注重差异化发展。 

为避免龙胜县旅游开发的盲目性和雷同性，做到

有的放矢、突出各地特色，应站在战略高度，从全局

出发，对全县旅游发展进行科学统一的规划，充分利

用当地的特色旅游资源，合理布局旅游景点，丰富旅

游类型，创新旅游项目，增强各旅游景区的独特性，

努力打造旅游精品，既要搞好联片开发，又要注重对

拳头产品的开发，如对龙脊梯田、龙胜温泉等的开发，

提高对游客的吸引力。 

4.2 挖掘旅游文化内涵，进行深度开发。 

为改变目前龙胜县旅游活动单调、游客参与性不

强的现状，满足知识经济时代游客的求知欲和探索欲，

增强其参与旅游活动的体验感。为此，龙胜县旅游开

发应更多注重对旅游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寓文化知

识于旅游活动中，如在龙脊梯田开辟“游客农事劳作

区”，让前来旅游的游客，在当地农民的引导下，亲自

参与播种、插秧、收割等农事活动；挖掘民俗活动和

民俗事项内涵，并在游客参与的过程中，进行讲述和

传授，让其真正感受民族旅游的民族情、亲切度、质

朴感和神秘感。 

4.3 重视旅游购物品开发，努力打造品牌产品。 

龙胜县在开发旅游购物品的过程中，要坚持以市

场为导向，提高加工工艺水平，融合时代气息，创新

包装，保证质量，根据不同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文化

素养和购物偏好的不同，开发、生产不同层次的旅游

购物品以满足各层次游客的购物需求，努力创建优质

品牌产品。具体而言，可以结合优美的自然风光，制

作精美的立体景观模型；结合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

向游客展示或让其参与民族工艺品的制作过程，激发

购买欲望；利用红军长征留下的珍贵革命文物，开发

制作富有教育意义的红色旅游购物品等。 

4.4 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大旅游业发展投资

力度。 

从长远来看，深层次的旅游开发需要强大的资本

作后盾。龙胜县由于受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旅

游经济的发展完全靠政府资金的投入是不可能的。所

以，需要采取灵活的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拓宽投融

资渠道和创新融资体制，多渠道筹集社会闲散资金，

逐步建立和完善以生产经营者投资为主体，以政府投

资为引导，以及独资、合资、合伙相结合的投入机制，

加强基础设施及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和旅游产品的

深入开发，提升产品档次。此外，努力争取其他部门

的支持与配合，如交通部、邮电通讯部、金融部等。 

4.5 加强政府主导，健全制度建设。 

旅游业的发展与其他行业一样，需要一个良好的

外部环境，而任何一个旅游企业都无法营造和带动全

行业创造这样的环境。因此，龙胜县政府部门应积极

有效的发挥自身主动性和协调能力，引导龙胜旅游业

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首先，根据上级有关政策和龙

胜县的实际情况，加强旅游法规建设，制定适合本县

旅游发展的管理办法，建立健全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

完善旅游市场体系，营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秩序；其

次，制定灵活的产业发展政策和合理的投资优惠政策，

加大资金投入，鼓励和带动社会办旅游；最后，建立

科学的利益补偿分配机制，协调各方利益，激发居民

参与旅游活动的积极性。 

4.6 建立科学的培养激励机制，塑造优秀的旅游

人才。 

旅游业的竞争将越来越趋向于对旅游人才需求的

竞争。为全面提高龙胜县旅游业的竞争力，实现发展

方式根本转变和现代化、信息化，龙胜县应加大力度

对优秀旅游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包括专业表演人才、

管理人才和研发人才。一方面，利用高校和旅游培训

机构构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基地，加强对现有

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激发主观能动性，提高旅游从

业人员的业务技能和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建立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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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激励机制，为优秀人才提供合适的待遇和宽松

的环境，留住并引进专业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激发

他们的才能，为龙胜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4.7 扩大有效传播，努力开拓国内外客源市场。 

只有通过持续的有效传播，才能让游客对旅游目

的地产生充分的了解和认知，激发旅游欲望，做出旅

游决定。因此，龙胜县在开展旅游活动的过程中，要

利用各种传播媒介，拓宽海内外市场组团促销渠道，

利用“旅游大篷车”进行全方位地毯式宣传促销，邀请

国内外记者或各业界领导人物进行实地考察，使其切

身体会到龙胜旖旎风光、浓郁风情，通过他们的传播，

扩大龙胜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根据旅游产品的

生命周期，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宣传促销手段，如：广

告、人员推广、促销、公关等，不断加深现有及潜在

游客对龙胜旅游形象的认识，提高吸引力和重游率。 

结论 

民族地区通过结合自身特色优势旅游资源，发展

旅游经济，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但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合理统一规划，

挖掘文化内涵，进行深度开发，努力打造品牌产品，

加强政府主导，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科学的员

工管理机制和扩大有效传播。此外，还要正确处理好

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生态环境效益和文化效应四者的协调统一，真正

实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地区的长远健

康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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