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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熊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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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昌乡村旅游发展已初具规模，已形成系列乡村旅游产品“乡村八景”。但旅游产品大多停留在观光层面，内容和形式

雷同，接待水平低下，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竞争力弱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丙昌乡村旅游的发展。对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因子进行分

析，分别从单因子和多因子影响下的乡村旅游发展途径中探索西昌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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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乡村旅游经济在我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

其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单独作用和相互作用。其影响因子包

括资源因素、市场因素、地理区位、社会经济发展、同行竞

争等。因此，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系统分析显

得很有必要。本文对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了

分析，以期为西昌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l西昌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子分析

1．1乡村旅游资源条件

乡村旅游资源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础和支撑．在诸多

因子中，资源条件是主导因子之一。乡村旅游资源中，除小

部分为乡土民俗文化外．很多是可再生性的农业旅游资

源。西昌独特的气候及自然条件，造就了西昌丰富而独特

的乡村旅游资源。花卉、瓜果、淡水渔场等都是其发展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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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的资源优势。如川兴镇桃花、川兴蜜桃和枇杷、樟木茅

坡樱桃、月华油桃、高枧荷花、西乡葡萄、黄联关石榴、天禧

花卉基地、邛海淡水鱼渔场等。可吸引无数的游人前来赏

花、尝果、采摘、垂钓、体验等。这些旅游资源具有较强的可

塑性。能根据旅游产品设计或旅游需求进行规划开发。

1．2乡村旅游市场条件

乡村旅游离不开乡村，但并非所有的乡村都可以发展

乡村旅游．也并非只要资源条件优越的乡村就能发展乡村

旅游，乡村旅游很大程度上受市场需求状况的影响和制

约。随着城市居民“下乡”需求逐渐旺盛．城郊乡村会吸引

较大的现实和潜在的客源市场。西昌已开发及待开发的乡

村旅游地大多处在知名度较高的景区(邛海、泸山国家4A

级风景名胜区)附近，有景区游客作为其门槛客源；自身资

源极为突出的乡村，以特色资源吸引客源．包括远程旅游

者；交通主干线及环城线附近的乡村。以其优越的区位吸

引过路客及城市居民旅游者【11。

1．3乡村旅游区位条件

乡村旅游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区位条件．包括地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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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开发一要以草市古镇为龙头。把古镇的山水风光．人

文胜迹和山乡田园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开发．突出湘南“芙

蓉镇”意境：二是进行杨林古镇观光和杨林新街购买农副

土特产品结合起来进行开发；i要将江东水库及周境农村

建成生态休闲度假胜地：四要将荣桓和单日岩河库结合丹

霞风光、农村田园风光，开展综合性的农业观光活动和民

俗节庆活动，但都应以草市为中心，抱团开发。

3．3正确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古镇的开发与保护．国内外都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

的成功经验。其总体原则应是“保护为主、永续利用、合理开

发、综合发展。”旅游资源的保护是旅游开发的前提和基础。

保护是为了更好开发，而开发可以使旅游资源和环境得到

了改善，而且旅游开发所得收益，可为保护提供部分资金。

但旅游开发同样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等问题。其关键是加强

资源保护的同时，对资源进行科学合理，适度开发，以实现

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草市古镇的许多旅游资源具有原生

态性，十分珍贵，开发潜力很大。为此，对草市古镇的旅游开

发，一是要增强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的保护意识。为此．必

须加强寅传力度，以形成保护共识．共同参与保护与开发。

二是要摸清资源家底。即要组织各方面的高水平专家进行

综合调查，对各级文物景点、历史遗存、古镇风貌格局．乃至

民俗民风、神话传说等都要做到一切心中有数，并在此基础

上设定保护项目，划定保护范围和相应针对性保护法规：三

是要聘请资深规划专家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保护规划．做

到有序开发。四是要有品牌意识。草市本身就是一个原生态

型的山乡山水型文化古镇，山水风光如画、文化底蕴深厚。

为了使其特色更加突出，打造旅游新亮点。建议恢复重建诸

如灵山神行宫、中州书院、巡检司营房和演武坪等建筑景

观；开辟草市古镇至白茅洲古渡旅游线和草市古镇至望日

岩的永乐江马蓬船旅游线路161。以及草市古镇至江东水库的

马车或骑马旅游线路等；要提高市场营销策划水平。做大做

强“赶春社”、“祭灵山老爷”、“五月龙舟竞赛”等传统节会：

大型的商贸市场、停车场、宾馆等现代设施．不仅要建在古

镇外，而且要体现绿色环保，与古镇风貌协调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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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交通区位、文化区位等方面。两昌特殊的地理Ⅸ位(处

在安宁河平原、海拔高、H照充分)能充分表现出乡村旅游

的地域特色。良好的可进入性(交通区佗)是乡村旅游发展

的必备条件之一，蹰昌的．交通条件较为复杂，一方匾外界

进入两吕交通立体M络(民航、公路、成昆铁路)已形成格

局：另一方面．西吕地处攀晴高原，地质条件复杂．以成都、

昆明到两昌为例，除民航快捷外．公路、铁路都耗日1f 10 h以

上，这成为严重制约西吕社会终济发绳的瓶颈。但是，可进

人状况正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改善．如雅攀高

速已酃分通车，成昆铁路复线正在规戈fJ建设，民航fj的地

城市延伸。现已启动西舄至重庆、昆明、b殳都的1 h空中走

廊，阿昌至上海、西安、广州的2 h宅中走廊，西昌至冕宁、

德昌，喜德的l h交通快速通道，西吕至雅安、攀枝花的2

h交通快速通道等旅游交通项目扭。此外．文化区位也是两

昌的优势所在，晤吕是全幽最大彝族聚居区——凉山彝族
自治州首府，民族风情浓厚、民族文化悠久灿烂。

1．4乡村旅游社会经济条件

乡村旅游须以一定的社会经济作为基础。“十一五”

期间．西昌市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大力实施“立

足资源、承接成昆、联动雅攀、辐射周边、T业主导、农业

转型、城建提升、旅游突破，文明和谐”统筹城乡协渊发展

战略．全市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亘大成就。经济发展驶入

“快车道”，城市品牌日益凸显(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一座

春天桶窟、的城市、航天城，月城。小舂城、太阳减)，生态环

境不断改善(四川省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中国森林城市)，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全省j农丁作先进市、乡村旅游示范

市、四J|l省十大宜詹城市、最使提去的IO座小城求)。区域

合作不断加强。此外．西昌建设现代化生态出园城市的近

期目标、成就和规划都将是西昌乡村旅游发展的机遇。

1．5乡村旅游政策条件

四Jll省政府在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上非常重视．深入

贯彻落实国发[20田341号文件和全国、全省旅游T作会议

精神，加快推动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进一步发

挥乡村旅游的富民。惠民作用捕。两昌市委、市政府把乡村

旅游嫁接至优势农业产业．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强势推出

高枧“荷色生香”、川兴“桃源农庄”、黄水“鹿鹤煳黄”、西乡

“凤凰蓊园”、樟木箐“茅坡樱红“、安哈“螺龄彝风”、黄联“榴

开客家”、月华“桃瑞月华”等八大乡村游经典景区(点)。众

多“一村一品”特色村和乡村旅游示范村成功实现产业提

升，两昌农业由传统单～功能向集生产、生态、旅糖、文化

教育综合功能方向发展。建立“政府主导、部门联苘。协会

主体、市场运作、交化提升、群众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机

制，按照“多点”布局的发展思路，惠民富民效果逐日显现。

1．6乡村旅游竞争

乡村旅游的发展会存在资源类似、产品雷同、市场重叠

或交叉．从而引发旅游竞争。西昌乡村旅游在资源方面和其

他城市有类似性．电有自己的特性。促是．旅游产品处于初

级水平，大多观光、花果类产品，雷同性大，在区域内和区域

外竞争局面中处于弱势。因此，在旅游开发方向、旅游产品

设计，旅辑营销方面还有很大空间，特别是在体骏旅游、乡

村旅游的地方特色方面，应是增强竞争力培育的重点。

2单因子影响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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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资源影响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2．1．1资潺妻赋型乡毒专旅游地题&乡睾专旅游她摁有吸弓l

旅游者的乡村景观和农业乍态资源．规模较大的农业生态园

区、果林、蔬菜园区、一定面积的天然淡水湖，花卉博览园等。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拓展和延伸农、出产业，可增加农业产业的

附加值．从乡村景脱原生性、农业规模集群、发展水平、景观

类型多样的角度，西≠；乡村旅游口r发展资源察赋型模式。

2．1．2资源依托型乡村旅游地从丙昌主要乡村旅游资

源看．其旅游资源重点分布存同家4A级风景名胜区——
邛海、泸山风景区环线和108国道沿线．108同道横穿邛

海、泸山风景区。冈此，西吕应选择主要依托周边高知名

度的鬟区、景燕镪发艇模式，旅游著动达知g风景送集敫

后，周边的乡村旅游景观对游客进行分流。把乡村旅游与

传统旅游景点组合互补，借助已有的旅游景点的吸引力

翱客潺呐‘场来带动乡村旅游项目发姨，把观光旅蝣与体

验乡村里f趣结合起来。西吕的眄乡乡、川式镇、高枧乡、月

华等都镶嵌在环邛海、泸山景区线上．一方面町丰富旅游

活动．增强旅游景区吸引力，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另一方面

可分流客源，促进乡村经济的发腱。发展资源依托型乡村

旅游地对于景Ⅸ和乡村而言均可达到“双赢”。

2．2地理区位影响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城郊景区
边缘型乡孝=}旅游地

两吕乡村旅游地均位于城市附近．地理区位较好，距

离城区最远仅30 km．能满足城市客源乡村旅游休闲的需

求．在同家著名4A风景名胜区——邓鹰、泸山最区环线、

螺髻山、冕宁灵山寺的边缘，结合风景区，依靠现有旅游资

源和景区的客源来发展乡村旅游。如西昌首届端午龙舟

节在国家4八风景名胜区——邛海举行、正是川兴蜜桃采
摘时节；在历六月二十四的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在生态

火把广场举行，正是观赏高枧荷塘月色及西乡葡萄采摘

之时，均位于邛海、泸山风景区环线，107公交(西宁

镇——)lj兴镇)、106双向环海公交纵贯整个旅游圈。

3多因子影响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3．1因子标准

首先是划分“尺度”标准的确立，根据乡村旅游发展的

实际情况．选择市场区位、旅游资源价值，旅游区位作为模

式划分的3个标准。

3．1．1市场区位奈件将距旅游地500 km内的客源市场

称为近程客源市场．反之称为远程客源市场。市场区位是

指乡村旅旃地与主要近程客源啊场的位置关系．可用空

间距离、时恻距离及iil达性来进行评价。乡村旅游地距城

市50一100 km，公路时间在l～2 h范围内则为较优Ⅸ位；

距离100—300 km，公路时间在2—5 h内则为一般区位；距

离300一500 km，公路交通时问在S h以上购为较差区位。

3．1．2旅游资源价值从资源的美学价值、娱乐健康价

值、科学价值、环境价值、体验价值、舒适性几个方面综合

评价。确定浮分0—3分为较低徐馐资诹：≥～7分为一般簸

游资源：7一10分为较高价值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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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旅游区位条件 区位条件可从两个方面评价：是否

位于某风景名胜区．是否处于某一旅游热线上。二者兼具

的旅游区位为优势区位，只具其一的为一般区位，两者都

不具备的为劣势区位(表1)。

裹1 乡村旅游模式划分标准

影响因子 较优 一般 较差

市场区位条件 50—100 km 100—300 km 300—500 km

l～2 h 2-5 h 5 h以上

旅游资源价值 7—10分 3—7分0—3分

旅游区位条件位于风景区 位于风景区 既不在风景区

且处j：旅游热线上或处于旅游热线上也不处于旅游热线

3．2不同发展模式

以M表示市场区位．R表示资源价值，T表示旅游区

位，分别用l、2、3代表“优”、“一般”和“差”3种状态。则其

三项矩阵形式为：

fMIRITI

{M2R2T2}
【M3R3T3 J

M1RITl，M1R2T1，M1R3T1

MIRIT2，M1R2T2，MIR3T2

M1RIT3，M1R2T3，M1R3T3

M2RITl，M2R2TI，M2R3TI

={M2RIT2，M2R2T2，M2R3T2

M2R1T3，M2R2T3，M2R3T3

M3R1T1，M3R2Tl，M3R3T1

M3RIT2，M3R2T2，M3R3T2

M3RIT3，M3R2T3，M3R3T3

图1多因子三项矩阵

城郊周边集聚的农业生态园区、花卉基地、林果基地

等，成为乡村资源优势转变为乡村旅游发展的经济优势的

基础．游客大量流向这一地区，信息、政策、资金、人流都汇

集这一区域，通过多因素正效用叠加，一个乡村旅游地因

此形成，该过程即为资源优势向市场优势、旅游区位优势

转化过程，表明资源因素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主导因子，其

变动能带来其他因子的变化。乡村旅游是出游率、重游率

较高的旅游产品，旅游客源市场以短程、城市客源为主，因

此．良好的市场区位是乡村旅游各因子中的又一重要因

素。市场、资源、旅游区位因子有轻有重，但各因子的作用

和重要性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可相互转化，并非一成

不变(图2)。

图2乡村旅游影响因子间相互影响关系

结合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和乡村旅游发

展的“近郊化”特征。主要从“资源价值”这一主导因子出

发，探讨它与市场区位、旅游区位条件在不同组合情况下

的4种模式。模式l：市场区位优、资源价值高、旅游区位

优：模式2：市场区位优、资源价值一般、旅游区位优；模式

3：市场区位优、资源价值低、旅游区位差；模式4：市场区

位差、资源价值优、旅游区位优(表2)。

表2 乡村旅游部分发展模式

模式 市场区位 资源价值 旅游区位

2 +++4-4- +++

3 +++ + +

4 + +++ +++

注：“+++”为优．“++”为一般。“+”为差。

3．3西昌乡村旅游模式选择

结合西昌乡村旅游实际．首先是西昌乡村旅游市场区

位为优。其主要近程客源市场与乡村旅游地的距离最远为

40 km以内，公路交通时间在1 h以内，作为游客集散地

的西昌到各乡村旅游地的辐射距离都很近，其旅游途中耗

时少，车程短，往返方便，具备相应的市场区位优势；其次

是西昌乡村旅游资源价值较高．在资源价值评价中，西吕

乡村旅游资源价值在80分左右(100分为满分)：最后是

西昌乡村旅游的旅游区位条件为优，西昌乡村旅游地既处

在国家4A风景名胜区——邛海、泸山景区环线及周围，
又和国家4A风景名胜区螺髻山、冕宁灵山寺毗邻，同时

又处在我国精品旅游路线——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环线
上，位于川、滇、藏香格里拉旅游带内。每年还有大型的地

方民族节庆活动——中国西昌一凉山国际彝族火把节、彝
族年等与乡村农业旅游交相辉映。

西昌乡村旅游区具有资源和客源双重优势的同时还

具备良好的旅游聚集效应，是乡村旅游开发的理想地区。

处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西吕的郊区，与市区有便捷的
交通方式相连接．一般处在城市周边l h游憩带内。还有

公共交通工具为市民出行提供便利。旅游资源丰富且品质

高．依托已有风景名胜区发展，产生“城市近郊旅游效应”。

旅游资源能够对市场产生强烈的吸引力。

所以．在影响乡村旅游诸多因子分析中．本研究认为西

昌乡村旅游的开发应选择模式1：市场区位优、资源价值

高、旅游区位优，即多因子三项矩阵式中的MIRlTI模式。

4结语

探索单因子影响下的乡村旅游发展途径．西昌可选择

资源依托型乡村旅游地、资源禀赋型乡村旅游地、城郊景

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的发展模式：分析多因子影响下的乡

村旅游发展模式，两昌应走市场区位优、资源价值高、旅游

区位优的发展之路。

此外．西昌乡村旅游的发展在客源市场方面应采取城

市居民为主．外地客源为辅的组合策略；在乡村旅游产品

的开发设计方面，要考虑市民享受乡村田园生活的休闲需

要．也要注重外地游客体验异地乡村野趣的需求。做好平

日、周末、黄金周旅游接待。由于具备丰富的乡村旅游资

源，应采取差异产品策略来适应市场，在“乡村八景”的基

础上，推出王牌产品。打造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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