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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e is the soul of tourism resources. Therefore, local culture is of representativeness for cer-
tain place. Taking full use of local culture resources will to a great extent promote the develop-
ment of local tourism. Hainan Province is abundant in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Its tourism devel-
oped much early, but lagged behind. Its exploita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its tourism development 
hav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less prominent cultural features and serious commercialization.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Hainan Province, especially the exploitation of its cultural tourism indus-
try, is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our country. The paper analyzed the structure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Hainan Province. With re-
gard to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Hainan 
Province, and combin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cases in which local culture integrates with tourism 
industry, this paper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local cultural tourism of Hainan Province should 
focus o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sightseeing and entertainment, persist in the 
synchronization of exploitation and protection, increase the integrity of infrastructure and high-
light the exploitation of excellent tourism,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ts local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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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是旅游资源的灵魂，乡土文化对于一个地方来讲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充分的利用乡土文化资源能够

很大程度上的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海南省乡土文化资源丰富，旅游产业开发起步较早，发展较为滞后，

乡土文化的开发、旅游发展中存在文化特色不够突出、商品化严重等问题。海南岛旅游产业、特别是文

化旅游产业的开发是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文章通过对海南乡土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构成、发展现状分析，

针对海南省乡土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内外乡土文化与旅游产业相融合的案例，得

出：海南的乡土文化旅游应当集中文化、观光、娱乐的综合开发，坚持开发与保护的同步，完善基础设

施，突出精品旅游开发，促进乡土文化旅游产业的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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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乡土文化是乡村中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乡村独有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系统[1]，是乡村

旅游中的思想精髓。其包括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建筑、服饰、家具等物质

文化遗产。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土文化的核心。旅游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

经济现象，是人们以游览为主要目的的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引起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2]。
随着后现代社会的进程，人们回归自然，返回原野的希望日趋强烈，与此同时，由于农村经济重组，农

业危机等严重减少了农村地区的经济来源，因此，农村旅游作为旅游业与农业的最佳组合，逐渐引起了

人们的兴趣。 
20 世纪 80 年代，欧洲发达国家兴起了大规模的乡村旅游。相比之下，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步较晚，

发展历程也仅有十余年的时间。目前，国外对于乡村旅游开发较成熟的国家有法国、美国(丹麦城—索尔

文)、泰国(东芭文化村)和巴西(狂欢节)等。在国内，乡村旅游开发相对成熟的地区为云南(民族村)和贵州

(民族村寨)。综合国内外乡土文化旅游产业成功的案例(见表 1)，我们可以发现，其均具有如下特点：基

础设施完整、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并行、特色突出、参与性较强、结合了自然景观与人文环境、集观光、

娱乐、休闲于一体等优点，并很好地将游客的需求因素考虑了进去，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 
乡村文化是一种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使人们更多向往的是一种恬静、自然的生

活状态。在旅游产业开发建设的过程中，良好的自然条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尽最大可能的将本土

的特色以其最原真性展现出来。本文通过对海南乡土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构成、发展现状进行分析，针对

海南省乡土文化旅游产业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内外经验，提出相应的对策，为提高海南省旅游

经济的发展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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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uccessful cases characteristics at home and abroad 
表 1. 国内外成功案例特点 

 案列 特点 

国外 

法国乡村文化旅游 充分考虑了不同人群的旅游需要，很好的结合了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特点，旅游产

品保存了很好的原真性 

美国的“丹麦城”——索尔文 建筑、饮食和工艺都充分展示了丹麦文化气息，并通过影视作品对当地文化旅游

进行了很好的宣传 

泰国的东芭文化村 集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与传统文化于一体，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参与性强、能

节省人力物力又能让游客有更加真实的体会 

巴西狂欢节 将巴西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结合在一起，参与性很强，开放、大胆、创意新颖、

活动丰富 

国内 
云南民族村 旅游基础设施较完善，能真实的将云南的民族风情，宗教、习俗、生产、生活展

现出来，将历史文化和民族休闲度假相结合 

贵州民族村寨 基础设施保存完善，民族文化特色突出，保护与开发并行 

2. 研究区概况 

海南省(18˚00'~20˚15'N, 108˚30'~111˚25'E)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见图 1)，北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为邻，

西临北部湾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相对，东濒南海与台湾省对望，东南和南边在南海中与菲律宾、文

莱和马来西亚为邻。地处热带北缘，属热带季风性气候。长夏无冬，年平均气温为 22℃~27℃。年平均

降雨量为 1639 mm，主要集中在 5~10 月。地势四周低平，中间高耸。陆地总面积约为 3.54 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为 903.48 万。除汉族外，有黎族、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 

3. 海南乡土文化旅游资源与开发现状 

3.1. 海南乡土文化旅游资源 

海南历史悠久，文化类型丰富多彩。漫长的历史令海南孕育出很多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例如，海

南饮食文化、海南民俗文化、海南历史文化、海南服饰文化、海南民族文化等。如今这些均成为海南省

珍贵的乡土文化旅游资源。 

3.1.1. 丰富的饮食文化 
海南拥有丰富的饮食文化，如很有代表性被广大海内外游客熟知并喜爱的海南四大名菜：文昌鸡、

和乐蟹、加积鸭、东山羊[3]。其中海南四大名菜之首的文昌鸡的名字的由来则是因其产自文昌，“没有

文昌鸡不成席”之说也足以让我们领略文昌鸡在海南美食界中的地位，文昌鸡除了在海南，同样在香港

东南亚等一带也很有名气。跟文昌鸡名字由来相似的和乐蟹也是海南比较有代表性的名菜之一，烹饪方

法多种多样，煮、蒸、烤都很有特色。其中清蒸和乐蟹最为普遍也是最有营养的。加积鸭产于海南琼海

市加积镇，那里的人们养殖技术方法不同于其他，故其肉嫩，脂肪少，营养价值很高。东山羊，在宋朝

就作为贡品的东山羊产地是万宁县东山岭，海南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东山羊的生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所以东山羊也是在海南地理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优良肉用品种。除了海南四大名菜还有琼州椰子盅、海南

黑鱼丸、金华海鲜卷等。海南的乡土文化资源总体上来讲开发和利用的还不够充分，很多民间工艺习俗

甚至渐渐被遗忘，目前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少数的几种，很多宝贵的海南乡土文化资源有待进一步的开发

和利用，使之能够良好的融入到海南乡土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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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dministrative area map of Hainan Province 
图 1. 海南省行政区位图 

3.1.2. 众多的民俗文化 
海南的民俗文化丰富、历史悠久，如军坡节。军坡节是海南传统习俗文化中比较特别的一种，闹军

坡时通常场地选择的规模都很大，并且不同的地方举行的活动也不同。军坡节时各家会将家人朋友都聚

集到一起共同庆祝节日。海南省琼山市的新坡镇在军坡节的时候场面最为热闹，据《琼山县志》记载：

千百年来，“数百里内祈祷者络绎不绝，每逢诞节，四方来集，坡墟几无隙地”。由此可知，古时军坡

节的热闹与今日无异。纪念冼夫人的民俗世世代代经久不衰。海南欢乐节，由海南政府和国家旅游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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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主办每年的 11 月举行。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海南欢乐节的重视度大大提高。欢乐节的举办可

以为海南增添许多靓丽的风采，可以为海南营造很多热闹喜庆的气氛进而为海南增加人气。欢乐节的举

办是海南旅游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提升。作为海南岛具有代表性的节日，欢乐节的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

很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旅游搭台，唱旅游戏”是欢乐节最大的特点。 

3.1.3. 悠久的历史文化 
海南的历史文化，海南的历史文化丰富悠久，历史上海南岛其实是一个蛮荒之地，很多被贬谪的大

臣都曾到过这里。现有很多丰富的文化古迹、人文景观，如金牛岭烈士陵园、中国清末四大炮台之一秀

英炮台、纪念名人的五公祠、中共琼崖“一大”旧址、海瑞墓、宋庆龄故居等。 

3.1.4. 传统的服饰文化 
提到海南的服饰文化，典型的就是黎族服饰文化。黎族妇女的衣着很有讲究，上衣一般都是长袖开

襟，有领有纽，衣服上面没有绣花纹的装饰。下装筒裙最为常见，分为短、中、长裙三种。解放前后的

衣着也有很大不同，解放后很多地区的妇女多是直接买现成的黑布和花纹布来直接缝成裙子。男子的服

饰比较简单，一般是无襟上衣，褐色和蓝色最为普遍。苗族，由于海南的特殊的气候条件，苗族服饰没

有季节之分，女子的服装十分讲究和精美，男子一般比较简单，苗族的头饰很特别，平时带两种头巾帽，

黑布尖顶帽和小花帽，一般有重大活动时都戴黑布尖顶帽。回族的服饰文化，回族头饰最是特别，通常

男子喜爱带用白布制作的圆帽，妇女常戴盖头，回族男子服饰与汉族没有很大差异，女子服饰受当地汉

人影响较多。回族妇女喜欢带玉石手镯、金戒指，其中回族的姑娘很爱挂耳珠。 

3.1.5. 多彩的民族文化 
海南的民族文化，黎族在海南有着数千年的历史，自古黎族妇女就善于纺织，并擅长编制筒裙和头

巾。其中黎族姑娘所编织的黎锦色彩艳丽并且实用美观。长久以来，黎族人民用他们伟大的智慧和辛勤

的劳动创造了许多灿烂的文化，但现如今很多很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渐渐被人遗忘，如一些传统劳作、

婚俗活动等，有待我们进一步的去发扬和传承。海南的苗族文化，苗族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之

民族文化也具有鲜明独特的魅力。苗族有很多值得收藏的珍品，首饰、腰带、婚礼装、头巾等。苗族女

子同样也很善纺织、挑花、染秀、制陶、雕刻等。其中的青山纹、欢乐纹、松树纹图案美观，工艺精巧

很受人们的欢迎。 

3.1.6. 海南乡土文化区域特征 
根据海南乡土文化的区域性特点，可将海南文化旅游资源分为琼北、琼东、琼南、琼西、琼中五大

文化旅游区。不同文化区分别体现、代表了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传统乡土文化特征。琼北文化旅

游区：以海口市为中心，包括海口市、文昌市、定安县、屯昌县和澄迈县等市县。这一区域物质非物质

文化资源丰富，物质文化方面有五公祠、秀英炮台、海瑞故里、海瑞墓、琼台书院、海几骑楼、文昌孔

庙、定安古城、定安道教文化苑、美郎双塔以及火山口文化丛等。非物质文化方面有琼剧、三江公仔戏、

海南椰雕、琼侨歌谣、龙塘石刻，澄迈七彩雕、斋蘸科音乐、土法制糖，以及军坡节、府城换花节等民

俗节日，能体现出海南汉族文化的基本风貌。琼东文化旅游区：以琼海市为中心，包括琼海市、万宁市、

陵水县。物质文化方面有博鳌水城、博鳌亚洲论坛、聚李塔、蔡氏民居、东山岭碑刻，以及陵水苏维埃

政府旧址等。非物质文化方面有侨乡民俗、琼侨歌谣、东南亚风情、海洋捕捞习俗等。琼南文化旅游区：

以三亚市为中心，包括三亚市和乐东县两市县。本文化旅游区历史上属于古崖州，历史悠久，人文璀璨，

历史文化遗产丰厚。物质文化方面有“三亚人”文化遗址、天涯碑刻、崖州古城、水南古村、天涯古道、

明清崖州民居群、崖州孔庙、黄流关公庙等。非物质文化方面，该文化旅游区有“四族八语”之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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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多语言的人民创造了崖州民歌、拦民习俗、黎苗回汉风情等。加上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美丽的自然风

光，旅游胜地的位置将在建设闻际旅游岛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琼西文化旅游区：以儋州为中心，包括

东方市、昌江县、白沙县、儋州市、临高县。这一文化旅游区基本上属于古儋州，历史文化积淀深厚，

方言众多，有独特的海南各族风情。物质文化方面有中和古镇、自马占井、儋州古城、东坡书院、临高

孔庙、感恩古城、黎族船形屋等。非物质文化方面有儋州调声、海南军歌、临高哩哩美、黎族风情、黎

族树皮衣、黎族制陶、捕捞习俗等。中部文化旅游区。以五指山市为中心。包括五指山市、保亭县、琼

中县三个少数民族市县。这一区域比较集中地体现海南黎族、苗族的历史文化面貌。物质文化方面主要

有海南民族博物馆、黎苗族村寨、黎苗族茅屋、风味食品等，非物质文化方面有黎族纺染织绣工艺、苗

族蜡染技艺、黎族三月三、保亭嬉水节、黎族婚恋、苗族婚恋、黎族歌谣、苗族歌谣等。 

3.2. 海南乡土文化旅游开发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进一步加强，海南省正着手致力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与

广为所知的滨海旅游相似，海南省乡土文化旅游产业取得了一定进展。目前海南省乡土文化旅游的开发

主要有以下模式： 
1) 利用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和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打造一系列具有海南特色的乡土文化旅游。规范

开发培育以“农家乐”为主题的生态旅游。通过不断的努力，一系列文明生态村已开发建设，集中利用

了当地丰富的民俗文化及生活习俗，将传统的乡土文化完整地展现给游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 整合资源，提升文明生态村品质。通过集中整合文化资源，将各种传统习俗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

从而打造文明、生态、富裕、平安、幸福的乡村旅游示范片区。例如主打生态文明村建设的三亚崖州古

越文化旅游区，景区总体规划 600 多亩土地，将观光、度假、休闲、体验黎族同胞文化集于一体，打造

一个原生态的度假村庄[4]。这类旅游片区充分反应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史，并且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保留、又彼此融化吸收的文化特色。 
3) 通过组织举办海南传统的节庆活动，让游客更真切地感受和体验旅游地的文化和魅力。民族传统

节日是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通过传统节庆活动，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更推动了传统文化的继承

和发扬，也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有着积极而深远的作用。如今融入乡村旅游项目的民风民俗有军

坡节、海南黎族苗族“三月三”节、儋州相声、传统美术的海南贝雕、海南椰雕、黎族的传统染织绣技

艺、海南粉烹制技艺(文昌的抱罗粉、陵水酸粉烹制技艺、海口海南粉烹制技艺)等少数部分乡土文化元素

[5]。其他的一些乡土元素还有很多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并将之很好地融入到海南的乡村旅游建设中去。 

4. 海南乡土文化旅游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尽管海南省乡土文化旅游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但整体而言，海南省的旅游资源开发和利

用，依然侧重在自然景观方面，大量丰富而有开发价值的海南本土文化资源没有充分得到很好的开发和

利用，这种低层次的旅游发展模式由于忽视了人文景观在旅游业发展当中巨大的可持续发展潜能，使海

南旅游发展陷于重复建设、浪费宝贵的自然资源的怪圈中，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海南乡土文化与

旅游业的融合，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4.1. 乡土文化资源开发的不够全面，缺少丰富度 

要打造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化旅游，首先要对乡土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了解其历史发展，从而能更

好地进行保护和开发，更深的挖掘乡土文化的精髓所在，使其文化魅力最大程度的散发出来，注重研究

其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形式和方向从而相应的可以开发出具有特色的旅游产品，使能够营造出一个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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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化氛围。海南的乡土文化可以归纳为十类：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舞蹈、传统美

术、传统体育、传统技术、传统医药、民俗，其中涵盖 72 个主要元素，如今融入乡村旅游项目较多的是

民俗的军坡节、海南黎族苗族“三月三”、儋州相声；传统美术的海南贝雕、海南椰雕；传统技术中的

黎族传统染织绣技艺；海南粉、文昌抱罗粉、陵水酸粉、海口海南粉的烹制技艺等少部分乡土文化因素

[6]。还有更多的乡土文化资源有待开发利用，已开发的文化产业更多的以观赏、娱乐、以及商品出售为

主，没有把文化习俗中所涵盖的历史、传说故事表现出来，文化的开发还不够完整。 

4.2. 乡土特色不明显，缺少旅游精品 

海南乡土文化旅游建设的过程旅游产品的种类较少，乡土特色体现不明显，很多景区内的旅游产品

都是很普遍的种类，粗制滥造的产品很多，价格昂贵和性价比不高等因素使很多消费者都失去了购买的

兴趣。跟风现象很严重，能够体现当地风情特色的产品不多。比如海南的祠堂文化。旧时祠堂是纪念祖

宗或先贤的庙堂，也是开展教育的场所，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但是当地人片面发展祠堂文化，

修建了大批祠堂，片面的鼓吹祠堂文化，不仅占用土地和人力财力资源，而且散失了教育和缅怀先贤的

功能，不少祠堂成为粗略的土木工程，所谓的光荣榜也是出资者名录排行榜而已。“平日里灰尘密布，

到节日烟熏火燎”，变味的祠堂不仅冲淡了古祠堂重要的文化价值，也使得传统的祠堂文化对游客失去

了吸引力。类似的现象不仅在海南，在大陆多数地区也有出现。主要原因是很多经营者更看中的是商品

的利益而对乡土文化旅游发展的实质和方向认识不够透彻，片面的追求商品输出而没有文化输出，使得

乡土气息营造的不够浓厚，从而失去很多吸引力。 

4.3. 基础设施工作不到位 

由于起步相对较晚，开发程度不高以及发展较慢等因素，海南省乡土文化旅游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而旅游业服务质量也相对较差。集中表现在交通、接待等方面，景区的基础设施也难以满足广大游客的

需求。这一问题在琼北、琼西、琼中文化旅游区较为突出，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容易引发大众对相关

旅游的不满；另一方面，导游职业素养较低也给海南省文化旅游带来不利影响。而宣传工作开展的不足，

使得海南文化旅游不像滨海旅游一样为人所熟知，也是海南省乡土文化旅游产业要解决的一大工作难题。 

5. 海南乡村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战略研究 

综合国内外较为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海南的乡土旅游建设中应更多的注重基础

设施的建设，同时将更多的游客因素考虑进去，使景区的建设更加的完整更能突显地方文化特色。海南

在乡土文化建设方面应着力于加大海南乡土文化旅游丰富度上。此外，海南的乡土旅游建设中可以增加

一些新奇的本土元素，比如可以效仿巴西的狂欢节，利用本土特色节日将本土的文化生动形象的展现出

来。海南的较盛大的传统节日，如海南黎族人民的“三月三”特色的民俗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广大的海

内外游客。在此基础上可以发展更多参与性更强的海南节日文化旅游。民族村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另一

条思路，即整合乡土旅游产业的开发，使之更完整有序，避免景点过于分散的现象，同时应注重乡土资

源的开发和保护，乡土资源的深度挖掘可以增加乡土旅游发展的丰富度，海南的少数民族种类也很丰富

可将其深度挖掘发展形成一个多民族风情园，海南省民族包括汉、黎、苗、回、彝、侗、瑶等 30 多个民

族。我们可以将独具民族特色的建筑、特色的民族服饰、民族活动、特色美食和独具民族特色的手工艺

品汇聚在一起，还有一些传统的独具民族特色的表演等都融入进去。类似海南的美食文化也很丰富，我

们可以开设一个海南特色美食汇，将海南更多更具特色的民间特色小吃都融入进去并且将制作方法也呈

现出来，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了解它们的做法，让游客体验原汁原味的海南乡土美食。因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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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海南省的旅游业做如下改进： 
1) 加强乡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 
加强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是文化旅游产业稳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旅游资源得到良好的保护才能促

进旅游产业更健康、快速的发展。很多历史文化建筑破坏都没能及时的做到修缮、很多民间艺术渐渐被

忽略遗忘，这些都会大大降低乡土旅游业的发展速度。我们应鼓励支持当地的居民都参与进来，积极的

维护历史建筑，倡导人们对一些民间艺术的发扬，如临高人偶戏、海南斋戏、黎族传统体育与游艺、传

统炭画像工艺等，提高人们的保护意识。因此，加大对文化遗产的合理、正确的保护力度，增强对文化

遗产保护知识的宣传工作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此外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乡土文化旅游建设的首要

任务，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如生态村的内外水电设施、道路、洁净能源、指示牌、垃圾处理等一

些事物。良好的基础设施能给游客提供一种舒适的环境，要最大程度上的发挥当地的乡土特色，如当地

一些特色建筑的原真性保护。现代化设施也要完备，能够提供一个便利安全的服务系统。能让游客有真

正地体验到度假休闲的乐趣。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通海南各个省、各个景区之间的通道使之紧密的联

系起来，为旅游产业发展的进一步扩大增加后劲。 
2) 打造更多精品旅游线路，使旅游产品更具特色化 
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提高旅游产品的含金量。海南岛的旅游线路比较单一，并没有将海南丰富的旅

游资源充分的利用上来，具有代表性的景区很少使得游客回头率并不高。我们应该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

多打造几条精品旅游线路，制定明确的旅游主题，如主打民族风、美食、民俗活动、大型表演等。旅游

产品方面我们应该提高产品的独特性，景区内的商品尽可能地展现该区的主题色彩，使之更具市场价值，

更具地方特色而不是粗制滥造失去代表性，很多旅游商品都是只追求表面利益而对游客来说并没有很大

的感染力，这就使得旅游商品的受欢迎度大大降低，在旅游产品的开发上我们应该注重质的提高，使产

品的吸引力增加从而提高知名度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一些景区的手工艺品要尽量能突出当地的特色

来，旅游产品要更多的具有品牌化、特色化，要突出不同民俗风情的特点，提供商品的含金量。景区内

的餐饮类也要更多的能体现海南的饮食特色，如一些景区提供的食物具有海南特色的食物很少更多的是

大陆食品小吃，这就使得“海南味”减少了很多。旅游商品的种类也很少，常见的贝壳类、珍珠、水晶

等商品种类较多其他海南较传统的手工艺品却很少见，如传统炭画像工艺、雕刻、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

娟绣等可以将其融入到各大景区内使乡村乡土特色能够充分的彰显。 
3) 增加乡土旅游产业的宣传力度 
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是乡村旅游开发建设的前提，说到海南，亚龙湾、蜈支洲岛、分界洲岛、天涯

海角和其他一些滨海旅游首先浮现在人们的脑海，而对海南本土文化旅游的了解却很少。海南是个相对

客源市场较远的海岛型度假地，政府企业的财政实力是有限的，加上对国内外游客需求上认识的不足，

这使得我们要增加对海南乡土旅游的宣传力度，我们可以利用节假日来进行宣传，通过网络，企业之间

的竞争方式来传播。通过其他多种途径如海报、广播、网络、电视频道。通过举办海南乡土文化节，把

海南的乡土文化宣传出去，同时也把举办地的旅游景点宣传出去，从而使周边地区经济也得到了进一步

的发展[7]。要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导游的讲解可以使游客在娱乐的同时增加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同时

也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使民族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当地居民是最好的宣传，我们应该加大海南人民

对乡土文化旅游的重视，提高人民素质使广大的海南群众都参与进来，积极的参与到海南乡土文化的保

护和发展上来。营造更加浓郁的乡土气息让乡土旅游业的发展更上一层楼。良好的宣传可以使得旅游产

业更具魅力，能让游客们产生好奇心。让海南的风土人情被更多人了解，形成独具特色的海岛乡土文化

生态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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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充分开发利用海南乡土文化资源 
海南的乡土文化资源丰富多彩但现有的乡土旅游产业发展中融入的并不多，我们可以将海南一些具

有特色的民俗文化更多的融入到现有的比较受欢迎旅游景区内，海南在这方面有过尝试，如 90 年代在海

口加入了京剧表演的狮子楼。同时一些民族器乐演奏、民族风情表演也可以适当的加入到景区内可以增

加更多的人气。类似一些成功的经验，如上海的城隍庙引进了黄梅戏深受游客喜爱，我们可以借此经海

南的琼剧等一些地道的海南的民俗活动融入到景点中去使之更加丰富有吸引力。又如美国夏威夷受欢迎

的波利尼西亚传统表演等[8]。很多乡土文化都需要一定的推动力来让它焕发生命力，使乡土文化旅游产

业的发展更具活力。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的有机结合，一方面给当地带来更多商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更重要的是可以用经济的手段使传统的民俗、技艺和民间艺术等文化风情得以传承和发展，从而实现文

化保护和产业开发的双赢[9]。国际旅游发展的经验表明：旅游业的收益更多依靠多元文化含量的旅游产

品和服务质量的提高，而不是旅游人数的增加。因此，发展独特的民族、地域文化，推陈出新，提高旅

游服务的质量，才是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重点。美国旅游部门曾统计过：文化旅游是美国旅游中“增长

最快的项目”，仅纽约市的文化活动就产生了近 100 亿美元的经济效益，文化旅游的发展带动了美国 30
多个州竞相开拓文化旅游项目[10]。 

5) 增强旅游企业实力，加强旅游行业的管理，提高旅游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首先，政府应充分发挥在旅游业融资中的主导作用。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大力招商引资，积极引

入企业和民间资本，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11]。海南的旅游企业每一年都在稳步较好的发展，但是支柱

型企业并不多，一些经济资产主要是集中在一些酒店建筑商实物上，有很多旅行社的发展很缓慢仍停留

在初步的阶段，为此我们应该扩大旅行社的规模同时加强旅行社的管理，使我们的客源市场进一步扩大

使之更有吸引力使更多的游客能够更方便快捷的获取相关信息并对海南的服务业有一个良好的印象。其

次、旅游企业管理和服务水平有待更大的提高。加强旅游行业的管理是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部

分，要规范市场秩序营造一个健康的旅游环境[12]。旅游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国家对第三产业的支持以及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旅游产业从业人员的服务水平与职业素质仍较为低下，例如一些旅游行业的服务

人员态度恶劣，一些客服电话常有对游客的询问不耐烦的现象，甚至有的服务人员直接将电话挂，接待

人员擅自改变旅游线路以及增减旅游项目，有的导游解说内容低俗，还存在导游向游客收取高额手续费

等现象，损害了游者利益，引发投诉纠纷，这些将直接影响国际旅游岛良好形象的建设。旅游市场秩序

混乱，商品价格上的恶性竞争，商品质量差，使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黑社”、“黑车”、“黑导”

等现象更是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海南的旅游形象[13]。为此海南省应加强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整顿旅

游景区市场秩序，培养导游解说的专业性与科普性。专业的解说可以使游客更进一步的了解当地文化，

一边感受一边学习。同时可以使得当地的民俗文化得到很好的传播。 

6. 结论 

丰富的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历史文化、服饰文化、民族文化使海南省有着巨大的乡土文化的开发

潜力。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是海南省乡土文化旅游业主要发展方向。海南乡土文化旅游产业起步较早，

但发展较为缓慢，主要表现在：乡土文化的开发水平较低、与旅游产业结合相对较少，而在已有的乡土

文化旅游产业中，文化特色不明显，商品化过于严重，过度追求眼前的商品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乡

土文化失去了吸引力。国内外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的成功案例，多数具有以下优点：1) 乡村旅游与城

市生活相适应；2) 民族文化与民俗相结合，游客具有较强的参与感；3) 综合自然条件与人文景观的特征，

使旅游产业具有观光、度假、民族风情及乡土文化的认识的作用。海南省乡土文化与旅游产业的开发，

需要借鉴成功的经验，明确集中文化、休闲、娱乐的综合开发，坚持乡土文化的进一步开发与全面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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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加强、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精品旅游的开发，并提高产业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从而增强

海南乡土文化旅游的吸引力，促进海南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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