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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顺利结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

度假区”。在云南省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和“文化与旅游相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主要分析云南少数

民族地区特色旅游的开发优势，探讨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高质量

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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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uccessful conclusion of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roposa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
na o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
opment and the Vision of the Year 2035” pointed out that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build a number of world-class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vacation areas 
with rich cultural deposi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Yunnan Province vigorously developing 
all-region tourism and “integrating culture and tourism”,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develop-
ment advantages of characteristic tourism in Yunnan ethnic minority areas, discus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Yunna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puts forward high-quality de-
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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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部，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人数最多、最密集的省份之一，全省共计 51 个少数民

族。其中白族、哈尼族、傣族、独龙族等 15 个少数民族为云南所特有，人口数均占全国该民族总人口的

80%以上。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数达 1621.26 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 33.6%。走进云南，了解纳西族的东

巴文化、大理的白族文化、傣族的贝页文化、彝族的贝玛文化……多样的民族带来了多样的旅游资源，

其中大理古城、红河哈尼梯田、茶马古道等远近闻名。但是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旅游存在资源不恰当开发、

过度商业化等问题，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文明的良性互补，从而实

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2.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旅游的开发优势 

2.1. 资源优势 

云南以其奇异的地理环境、丰富的矿藏、动植物资源和多样性的民族文化使旅游资源呈现多样性、

奇特性、地域性的特点。旅游景点按云南地域分布，可分为滇中、滇西北、滇西、滇西南、滇东南、滇

东北 6 大片区：滇中——高原湖泊区，代表景区：大美抚仙湖、“高原明珠”滇池；滇西北——雪山峡

谷区，代表景区：梅里雪山、虎跳峡；滇西——温泉火山区，代表景区：腾冲热海；滇西南——西双版

纳热带植物园；滇东南——喀斯特地貌区，代表景区：建水燕子洞、弥勒白龙洞；滇东北——鲜花红土

地区，代表景区：东川红土地。不仅自然资源奇异多彩，而且人文景观丰富多样，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

相得益彰，为云南省旅游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不少景区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地

位，比如大理古城、香格里拉等，具备发展世界级旅游景点的条件和优势。除此之外，由于云南临近东

南亚和南亚，所以具备地缘优势。由于近几年国际间交通的便捷互通，再加上云南地区原有的公路、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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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航空、水运网，使云南的旅游资源可以融入东北亚、南亚国际旅游圈。 

2.2. 基础优势 

云南省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有着一批知名度较高的国家级和省级文明风景旅游示范点。通过统

计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遗产名录数据：我国现有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共计 55 项，而云南则拥有 5
项。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国务院共批准了 4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云南全省共有代表性项目

名录 90 项、扩展项目名录 20 项。其中云南少数民族占有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 81 项和扩展项目名录共计

14 项。云南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总量为 110 项，其中云南少数民族项目总量达到 95 项，占

86.36%。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云南省人民政府共批准了 4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包括代表性

项目名录 526 项、扩展项目名录 82 项。其中云南少数民族占有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 421 项、扩展项目名

录共计 66 项。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总量为 608 项，其中少数民族项目总量达到 487 项，占 80.1% 
[1]。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相对于其他省份，运输能力优越，基础设施

完备，为云南“十四五规划”中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旅游存在的问题 

3.1. 云南少数民族旅游区距客源市场较远、景区间距大，运输成本高 

客源市场按空间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市场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游客的主体，近些年不

断扩大；国际客源市场是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旅游未来的发展对象，像我国的港、澳、台地区，韩国、日

本等近邻，以及欧美等地区。但是当前，新冠疫情二次爆发，在全球不断肆虐，可以预见在未来的 3~5
年，国际市场受疫情影响会发展缓慢。所以说国内消费仍是“十四五”时期主要的客源市场。而国内客

源市场由于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基数大、人口密度高等原因，消费主体主要集中

在东部沿海和中部发达地区。云南位于中国西南部，距东部沿海地区较远，运输成本高。再有，云南地

缘辽阔，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景观之间距离远，空间跨度大。比如昆明距大理 351.3 公里，自驾游近 5
小时 30 分钟，过路费约 145 元；昆明距西双版纳 515.8 公里，自驾游需要 6 小时 30 分钟，过路费 245
元。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发现景区间运输成本高。 

3.2. 自然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适当开发 

对于云南的部分景区来说，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旅游业开发和使用过程中，人为因素对自然资源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以丽江玉龙雪山为例，在其开发过程中架设了三条索道，分别是：

云杉坪小索道、牦牛坪中索道和冰川公园大索道。每条索道都延伸到玉龙雪山的核心保护区。其中，冰

川公园大索道全长 2914 米，可到达景区雪山的最高海拔 4680 米，通过索道每小时双向运送客流量近 900
人。这些索道的建设的初衷是让游客体会到高海拔的风景从而盈利。但索道在带来收益的同时，对景区

雪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高海拔冰川因为游客涌入二氧化碳聚集，温室效应加剧，开始大量

融化。大量的高山植被由于游客践踏而生长缓慢，野生动物急剧减少，特别是一些珍惜物种，在索道规

划初期还可以见到，现在却难寻踪迹。 

3.3. 旅游景区开发的过度商业化 

景区开发，既有利于当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又能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但是，有些古镇景区

将当地古镇旅游过度商业化、模式化。 
“过度商业化”主要表现：1) 景区作假现象时有发生，经营者在商业化理念指导下，不注重本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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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开发和利用。伪造假的景区文化，编造假故事，打造假民俗和伪生态等；2) 景区发展严重依赖门票

经济，门票成为旅游景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为了获得更多收益，有一些景区的门票，每到逢年过节

必会涨价；3) 商业售卖区、吃住区域过多，导致原生村落村民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一些旅游景区假冒

文化的名义，商贩云集，由原来的休闲娱乐场变成了集贸市场。以上行为一味追求短期收益，不顾游客

的感受，削弱了古镇的文化底蕴和游客的幸福指数，使景区失去其真正吸引人的核心文化价值。 

3.4. 消费体验单一，景区产品、服务同质化 

当前，我国各地旅游业百花齐放，行业竞争激烈，但是消费体验却十分单一。以云南旅游景区为例，

一般是以旅游观光为主，活动的内容比较单一，且缺少互动性，并没有让旅客感受到其中的文化魅力，

而且越是著名的景点，人流越多，往往会出现走马观花的情况。同时，产品、服务的同质化趋势愈发明

显，少数民族地区本应该通过多样化的民族文化，推陈出新，发挥文化和资源优势，巩固市场。可是现

实却是缺少对本地文化的开发，照搬著名景区的旅游项目，缺乏原创与新颖，相互替代性大，从而造成

恶性竞争。 

3.5. 文化和旅游管理部门缺乏融合，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不足 

在管理体制中，文化部门与旅游部门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部门。文化部门主要管理文化场馆，习惯于

用文化的视角考虑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市场需求考虑不足，缺乏对文旅融合发展的规划和思考，缺少与

旅游业融合发展的实践；旅游部门则侧重于旅游服务，市场化运行，导致了旅游发展缺少文化资源的支

撑。再有，云南少数民族旅游景区归属于文化、旅游、宗教、文物、国土资源等不同部门管理，沟通协

调不便，不利于云南少数民族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2]。同时，云南旅游专业人才近几年虽然有所增加，

但总体上，旅游专业人才所占比例小，民族学、民俗学和中高层管理规划人才少，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不

足，人才的缺乏直接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 

4.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对策 

4.1. 制定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总体战略规划 

如今，旅游业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突破传统产业，发展经济的优选。在云南制订的“十四五规划”

的基础上，应该从战略高度，制订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整体的开发规划。云南少数民族景区整体规划

应该注重设计旅游的黄金热线，使游客节省运输成本，将旅游价值发挥到最大，重点纳入国内旅游的沿

线、沿点，尽快融入东南亚和南亚国际旅游圈。总体战略规划既要涉及景观开发，又要关注民族民俗、

节庆、商品等。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根据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区域分异，进行开发上的分区、分期指导。从资源普查到各

地域的效益产生，都能通过区域规划落实到空间，强化我国民族地区旅游项目布局的科学性和计划性。

旅游业通过在高层次总体方案的指导下进行，实现区域经营的合理性。 

4.2. 加快健全法律法规和增加环保文明理念宣传 

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自然资源和非遗的开发与保护。立法部门要完善旅游景区开发的相关法律规范，

从法律角度保护旅游景区。目前，我国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法律较少，文化遗产管理体系不健全，法

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也不够，对过度开发的旅游景区也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景区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

就导致了很多的旅游景区虽然制定了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但却不按照规划进行开发的现象。因此，为了

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促进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相关部门要完善景区文化遗产开发方面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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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旅游景区开发程度进行限制，推进法律对景区开发与服务质量的管理，加强景区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对旅游景区破坏行为从严惩处，进一步推动景区文化遗产开发科学化、法制化进程[3]。同时，云南各景

区应该因地制宜，实施错峰开放、限流等措施，保护景区自然和人文资源。再有，加强环保文明理念的

宣传，景区内加强监管，减少人为破坏。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可持续发展方

式实现社会效益和生态文明的良性互补，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旅游发展新格局。 

4.3. 实现少数民族旅游景区的功能分区和标准化管理 

云南各景区经营者要从旅游景区公益化发展的角度等方面加强对旅游景区的管理。一方面应该做好

功能分区，实现核心文化体验区和核心商业区的区域划分。打造独立的旅游商业区可以在保护旅游环境

的基础上实现商业与旅游业的共存。旅游景区经营者在景区外围建设独立的旅游商业区，营造一种具有

娱乐休闲氛围以及生活气息的购物场所，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同时，旅游景区经营者还可以充分利

用游客休息区，在休息功能的基础上增加商业功能，从而使游客在休息中购物，为游客创造一种良好的

购物环境。另一方面，优化旅游景区开发工作，整顿旅游景区“门票经济”的乱象。旅游景区的经营者

就要积极调整经营思路，不走老路，摆脱门票经济，下大力气提升旅游景区的服务水平与旅游质量，真

正为游客提供一个高品质的旅游机会，从而促进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再有，旅游管理部门和旅游公

司密切合作，由景区提供平台，组织一些私人或者社会团体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同时，妥善安置景区原

有居民，遵循“一店一品”的原则，实行标准化管理商业区，避免无序竞争。在不改变景区原有风貌的

前提下，新建旅游商业交易区，无偿提供给老街区居民设摊。 

4.4. 优化受众消费体验，突出发展少数民族旅游区的特色和品牌 

当前，对于旅游业发展的要求，越来越趋近定制化和个性化，所以要求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旅游紧跟

时代潮流，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特色与旅游发展有机结合，突出特色与品牌。消费体验多样化尤其重要，

除了浏览观光之外，一方面，让游客参与旅游线路规划，景区给出不同的旅游资源分类明细，把选择舒

心、喜欢的景点的权利给游客。另一方面，可以让游客参与到纪念品的设计、制作中来，比如将当地特

色的美食、酒、茶、特产等制作过程拆分并展示出来，让游客了解整个特色产品的诞生过程，并将游客

可参与的部分贡献出来，让游客参与设计、制作，这种独特的旅行体验会成为珍贵的回忆，优化游客的

消费体验。同时，打造精细化管理、定制化供应的产品和服务，构建由不同价格、相邻精品集群、高品

质高端品类组成的品牌体系，优化新颖独特的消费体验，使游客被丰富的文化资源吸引，进一步推进云

南少数民族旅游市场开发的创新与改革[4]。 

4.5. 政府规划统领，推动文化和旅游管理体制改革 

实施“文化 + 旅游”战略，推进文化旅游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加强产业体系规划。鼓励文化企业和

旅游企业相互合作，推动形成一批以文化旅游为主业、融合发展为特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

骨干企业。再有，推动文化生态保护区和全区域旅游发展，将传统技艺表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设

成为重点景区、旅游度假区[5]。同时，逐步建立博物馆和重要文化旅游景点持证讲解制度，借鉴法国等

国文化讲解员持证上岗制度，全面提高文化旅游景点的讲解水平。学习杭州等城市人才引进制度，旅游

专业人才同样作为特殊人才给予补助和优待，加快补充旅游专业复合型人才，从而推动云南少数民族特

色旅游的发展。 

5. 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开发优势，探讨了云南少数民族旅游业近些年发展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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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不恰当开发、过度商业化等问题，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应该坚持“文化和旅游相融合”和“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从而推动云南新时代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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