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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乡村旅游发展与反贫困战略 

钱 津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 要：贵州发展乡村旅游拥有其他省区不具有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优势。开展乡村旅游对于贵州反贫困的意义不在 

于直接的经济效益，而在于以此为起点可从根本上提高贵州广大劳动者的智力发展水平，使他们获得彻底摆脱贫 

困的劳动技能。因此，贵州应以反贫困为目标，制定发展乡村旅游的战略规划；而面向全国的项目宣传、引入高智 

力进行战略研究以及对全体从业人员开展分类培训，是搞好贵州乡村旅游的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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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ountryside Tourism and Anti-poverty Strategy in GnD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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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P．R．China) 

Abstract：In developing countryside tourism．Guizhou has natural and social advantages which other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 

slon~do not have．The significan ce to an ti—poverty in Guizhou of pmmoti~g countryside tourism is not in direct econom— 

ic benefit，but in the fact that from this starting point，the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level of laborers in Guizhou can be 

improved fundamenta]ly，thus enabling them to acquire labor skills necessary to elimi nate poverty．Th erefore，Guizhou 

should formulate strategic program of countryside tourism with the aim of anti —po verty；an d it is basic requirement of 

fostering its development to conduct nationwide project publicity，introduce intellectuals for strategic research，and pro- 

vide classified training all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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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的旅游产业从无到有，迅 

速发展，日益昌盛。至今，贵州旅游已是国内旅游亮 

点之一，成为西部自然风光游、民俗风情游、历史文 

物游、休闲度假游、探险娱乐游以及红色旅游的重要 

领地。在这一基础之上，发展贵州乡村旅游，既是贵 

州旅游现有项目的自然延伸，又是2l世纪贵州产业 

建设的创新之举。更重要的是，我们应站在反贫困 

的战略高度，看待目前发展乡村旅游问题，将其作为 

贵州省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重要举措进行研究。本 

文不揣简陋，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

、贵州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分析 

在 2l世纪之初，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 

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 80％以上。在这样的社会发 

展阶段，姑且不说刚刚离乡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的根 

还在乡村，就是约占全国人口20％的城市人口中的 

大部分人也距走出乡村不过一代人或两代人。然 

而，即便城市与乡村的联系如此紧密，也没有减少面 

向城市人口展开的乡村旅游的魅力。不论是塞外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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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还是江南古镇；不论是全国独树一帜的河南省南 

街村，还是全国农村城镇化的榜样江苏省华西村，都 

早已是国内旅游热点，甚至还吸引了不少国际旅客。 

贵州的苗寨、彝寨、侗乡等特色乡村旅游也是蜚声海 

内外，为众多游客所神往。虽然国内的乡村旅游各 

具特色——江南的古镇比不了北国的粗犷，东部的 

水乡比不了西部的山寨，但是，贵州的乡村旅游在其 

中仍然独具优势。 

1．贵州乡村大都保持着古朴的原生态，这是贵 

州开展乡村旅游的重要优势基础条件。人们进入黔 

东南的舞阳河流域，似乎进入了历史时代，那里的乡 

村气息完全是农耕经济形态的，几乎看不到现代化 

工业的浸染，可以让人尽情享受宁静与安逸；在黔 

南、黔西南、黔西北、黔东北，也大都保持着乡村古朴 

的气息，这是最宝贵的旅游资源，或者说是开展乡村 

旅游的优势条件。与此相比，北京周边的乡村虽未 

城镇化，但农舍已是钢筋水泥建筑，所谓的农家饭摆 

在窗明几亮的小雅间里吃，原汁原味的乡村土炕已 

经不见踪影；游客们来观光，从里到外都难有太大的 

新鲜感。在西华村那样的乡村里，生活比大城市还 

先进，基本上失去了乡村的原生态。所以，贵州的乡 

村是真实的乡村，贵州乡村古朴、原始的风貌是发展 

旅游的绝好条件。 

2．贵州的乡村大都拥有淳美的自然风光。旅游 

的作用之一，就是要使旅客融人 自然，在这一点上， 

贵州的乡村也有绝对的优势。走出织金县城，映人 

人们眼帘的是一幅又一幅的山水画，这里虽是贫困 

山区，但自然风光美得让人陶醉。红枫湖周围的山 

寨，又有哪一处不是风光迷人!从凯里到兴义，即使 

是在交通大道或铁路旁，人们也处处能看到优美的 

景致。之所以说贵州是公园省，实际上就是说贵州 

省是由无数风光美丽的自然村落构成的，贵州的每 
一 个乡村都可以开辟为一个公园。贵州美妙的自然 

景色是除了云南以外的其他省所难以比拟的，而云 

南又因海拔较高有人们难以抗拒的紫外线。至于在 

华北大地，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省，乡村确实不 

少，但拥有自然美丽风光的乡村却不多。相比之下， 

这又是贵州发展乡村旅游的一大优势。 

3．贵州的乡村具有多样性，不仅有民族特色，而 

且有地域特色。贵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大省，全 

省人口分为47个民族人口，其中世居贵州的民族人 

口有汉、苗、布依、侗、彝、水、回、仡佬、壮、瑶、满、白、 

土家、蒙古 l4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 

30％以上 。因此，贵州的乡村大多是民族村，而 

且是不同民族的村落；苗族的乡村从建筑上看就不 

同于侗族乡村，并且不同地方的苗村亦有不同的建 

筑风格，这充分体现了贵州乡村的多样性。与东部 

或中部的乡村相比，这也是发展旅游的优势条件。 

因为，不论是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甚至是西北和 

西南的其他省，都不具有贵州乡村如此的多样性，这 

种多样性注定了贵州的乡村对国内外游客具有强烈 

的吸引力。 

4．贵州的乡村旅游蕴涵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贵 

州是多民族的省份，也是拥有多民族文化的省份。 

在民族文化方面，目前经济上还比较落后的贵州并 

不比其他省份落后。安顺的傩戏、侗族的大歌、苗家 

的舞蹈都获得过国际大奖。文化并非只是文字性的 

东西，文化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具象化为建 

筑、物品、娱乐等等。在贵州的乡村里，人们能够欣 

赏到各个民族的文化，而且并不仅仅是建筑、服饰、 

戏曲方面的文化表现；贵州各地的民族风味食品更 

会以其不同的文化性为人们提供享受。虽然中国的 

北方以面食为主，但是贵州的面条类食品做得好吃 

也是有公论的。事实上，这种“好吃”里面就蕴涵着 

深厚的文化性；若没有吃的研究，贵州的面条是不会 

技压全国的。在贵州这块土地上，各个民族的生存 

历史非常悠久，对衣、食、住、行有源远流长的研究， 

不论哪一方面，都有精透的文化积累；这些文化出自 

乡村，保存在乡村，为今日的贵州乡村旅游创造了极 

好的文化条件。 

5．贵州的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与其他省的乡村 

旅游不同的是，贵州可提供旅游的乡村覆盖面非常 

广，这使得贵州的乡村旅游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乡村旅游，北京周边地区的乡村 

旅游已经上网发布信息和联系客源；太行山地区搞 

起了红色乡村旅游项 目，浙江的诸葛八卦村也成了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等。但是，不论是哪一个 

省，都不会有贵州这样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因为贵 

州的每一个民族乡或村几乎都可以成为旅游乡村。 

这种普遍性的存在是贵州开展乡村旅游的最大优 

势，也是贵州在全国乡村旅游中应该发挥出来的最 

大优势。 

二、贵州乡村旅游的反贫困意义 

中国的扶贫任务很重，困难很大。国家“八七 

扶贫攻坚计划”的工作 目标是在 20世纪末消灭全 

国的贫困人口，但直到 2l世纪初，中国的贫困人口 

还有3800万人。2002年底，按最低标准计算，全国 

的贫困人口是3000万人，到了2003年底，这一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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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增未减，这表明扶贫的形势仍然是非常严峻的。 

贵州省的经济发展是落后的，贫困人口在全国 

未脱贫人口中占的比重较大，且返贫现象也比较严 

重 ]。更需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国家统计的贫困人 

口标准通常较低，上限是人均年收入875元以下，下 

限是人均年收入675元以下；不论是上限标准，还是 

下限标准，都远远低于国际贫困人口统计的标准。 

在贵州省，贫困人口的存在大都是在年收入 100美 

元的标准之下，而刚刚脱贫的农村人口的年收入平 

均也未能超过 200美元 。由此可见，在贵州这个 

旅游资源丰富的大省，反贫困的任务还很重，做任何 

事情都应该同反贫困的任务目标联系起来，作为贵 

州支柱产业的旅游产业，更应成为全省反贫困的主 

导力量，为贵州省减少贫困人口和提高全省经济发 

展水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因此，贵州开展乡村旅游具有重要的反贫困意 

义。这并不是说，乡村旅游能直接为贵州带来多少 

收入、可使多少贵州农民早日脱贫。当然，开展乡村 

旅游之后，所有从事旅游的乡村都会有较大的经济 

收益；在做得好的乡村，人均年增收可望达到 1000 

元左右，这无疑会迅速改变这些乡村的经济贫困状 

态。但是，从反贫困的角度讲，消灭贫困必须针对产 

生贫困的根本原因采取根本性的治理措施，而不是 

仅仅通过一时的市场效应或外部援助改变贫困人口 

的现实经济状态。因此，乡村旅游的反贫困作用并 

不仅仅是可以增加贵州农村人口的经济收入，更重 

要的是可以从根本上将贫困人口从贫困状态下解救 

出来， 这是贵州开展乡村旅游的根本意义和重大 

意义，也是贵州旅游产业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最重 

要的作用，对全国的反贫困工作也具有典型引路的 

示范效应。 

从根本上讲，贫困人 口的存在是由于其劳动技 

能水平低，即智力水平在劳动主体方面的发展未能 

跟上时代的进步。这也就是说，由于劳动者对自然 

和社会的认识水平低，导致其劳动技能水平低和经 

济收入水平低，才进而导致了贫困的出现。凡是经 

济发达的地方，都是劳动者智力水平发展高的地 

方。_6 在世界上，即使是石油输出国，都要求劳动者 

整体的智力水平提高，以相应表现其经济的发达；否 

则，一旦资源枯竭，缺少高智力的劳动群体会必然陷 

入贫困。 所以，反贫困的根本措施在于提高贫困 

人口的智力水平，使他们能够通过提高 自身的劳动 

技能改变自身的生活状况，走出贫困的境地，跟上现 

代生活的发展步伐。反贫困的根本意义不在于让贫 

困人口解决一时温饱，而是让他们永远告别贫困，从 

此成为具有更高劳动技能水平的人。 

在贵州省，普遍地开展乡村旅游能够起到改变 

贵州贫困人口智力发展状况的作用。这是因为，第 
一

，贵州开展乡村旅游具有普遍性，可以使大量的贫 

困人口直接与外界接触。这种接触是提高其智力水 

平的前提。如果贫困人口不能接触外界，他们就只 

能是生活在一种贫困的封闭空间之中，他们就不可 

能得到外界的帮助。乡村旅游是将旅客引入各个乡 

村，同时也将旅客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素养引入各个 

乡村，在乡村的自然和社会状况给予游客感受的同 

时，也使游客的影响留在了乡村。乡村旅游具有为 

贫困人口提供接触外界机会的作用。第二，乡村旅 

游的开展会极大地促使贫困人 口的生存观念的转 

变。这种转变对于促使贫困人口智力水平的提高也 

具有重要作用。在贫困的乡村，绝大多数贫困人口 

的生存观念是安于现状。一方面，他们没有能力改 

变自身的现状，看不到改变自身现状的希望；另一方 

面，他们的心态麻木，也不想改变自身的生存状况。 

在这样的生存观念支配下，即使外界付出很大的力 

量给予贫困人口帮助，也无法提高他们的智力水平， 

至多只能暂时地改变一下他们的生活状况。所以， 

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存观念比直接援助贫困人口生活 

资料更为重要。通过乡村旅游，直接改变的不止是 

乡村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更刺激他们的是游客们 

的生存观念，通过这种刺激，现代的、更具有活力的 

生存观念将会一点一点地植入贫困人口的思想意 

识，逐渐使其不再满足于依靠政府救济的贫困生活， 

成为愿意跟随时代前进的人。改变观念，正是解决 

贫困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基点。 第三，开展乡村旅 

游可以为贫困人口创造基本的提高智力水平的条 

件。从旅游实践来讲，乡村开展经济活动本身就是 
一 种市场化生存的锻炼，在这种锻炼中，乡村人可以 

迅速提高自身的认识水平和劳动能力。更具有经济 

意义的是，通过开展乡村旅游获取的收入，可以帮助 

贫困的乡村发展教育，又依靠教育的发展来普遍提 

高劳动者的智力发展水平。这也就是说，开展乡村 

旅游之后，如果不将收益主要放在发展贵州教育上， 

就会使这项战略举措失去反贫困意义。 

三、贵州乡村旅游发展的战略要点 

发展乡村旅游于贵州而言有着普遍性的反贫困 

意义。因此，从战略角度思考，乡村旅游应在贵州经 

济开发中占有重要地位，应既是贵州旅游业发展中 

搞活全局的关键项 目，也是贵州彻底解决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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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长远大计。 在旅游项 目的运作上，效益的 

保障是核心，而乡村旅游就是要确保效益，以效益为 

核心进行战略性规划。为达到反贫困目的，贵州乡 

村旅游的发展战略规划应把握以下要点： 

1．坚持开展 乡村旅游的普遍性。从反贫困出 

发，贵州的乡村旅游不能搞成是少数明星乡村的旅 

游，不能只有点没有面。开展乡村旅游的乡村不必 

搞成专业旅游村，而应是在各个乡村现有的经济活 

动中增添旅游项目。贵州有这种普遍开展乡村旅游 

的客观条件，虽说不一定是每个乡村都开展旅游，但 

至少也要有 90％的乡村上马这个项 目。这也就是 

说，要让贵州的乡村普遍地开展乡村旅游，要让游客 

进人全省绝大多数的乡村。没有一定的普遍性，乡 

村旅游的开展在贵州是没有反贫困意义的，至多只 

能是为少数乡村增加一些经济效益。普遍性是反贫 

困的前提，乡村旅游开展的普遍性是战略规划的基 

本要点。只有从这一点出发，贵州才能做大做好乡 

村旅游，这一项 目才能对贵州的经济发展包括尽快 

解决贫困问题起到实际的重要作用。 

2．确定开展乡村旅游的扶贫主题。贵州全省必 

须从上到下一致明确乡村旅游的扶贫主题，即必须 

将这一旅游项目的开展作为扶贫工作来做，必须认 

识到乡村旅游是不同于其他主题的旅游项 目。比 

如，人们去雅典看奥运的旅游主题是体育，去西双版 

纳旅游的主题是热带风光，去泰山旅游的主题是登 

山，去曲阜旅游的主题是儒家文化，去香格里拉旅游 

的主题是玉龙雪山，去八达岭旅游的主题是登长城， 

去一些市郊度假村旅游的主题是休闲，等等；贵州开 

展乡村旅游的主题与这些都不同，甚至也可以说会 

与其他省份乡村旅游的主题不同。在贵州旅游行业 

内外，凡是参与这项活动的人都应懂得开展乡村旅 

游的反贫困意义。贵州必须在战略上打出扶贫的旗 

号，在战略的规划之中突出体现扶贫主题这一思想。 

惟其如此，乡村旅游才能切实起到反贫困的作用。 

3．以有效开发客源为中心。旅游业的发展水平 

取决于客源情况，即客源的兴旺决定旅游业的兴旺。 

长期以来，制约贵州旅游业发展的瓶颈不是高档的 

酒店不足，更不是旅游景点不美——像织金洞风景 

区的景区景观和景区设计可以说在国际和国内都是 

首屈一指的，而实实在在是客源开发的能力不强。 

各个景点基本上都是守株待兔，没有任何开发客源 

的打算和主动性。这表明，贵州的旅游发展还处于 

初级阶段，还存在着经营上的巨大潜力。如果仍是 

漫天撒网、广种薄收、守株待兔，乡村旅游项 目就根 

本开展不起来。因此，要搞好乡村旅游，必须以有效 

开发旅游客源为中心，大幅度地提高贵州开发旅游 

客源的能力。在战略的规划中，最重要的是准确规 

划客源开发目标，以培养开发客源的旅游人才为核 

心，保证开展乡村旅游所需要的足够客源。 

4．规划出多层次的旅游品种。开展乡村旅游， 

贵州要从实际出发，开发多层次的品种项 目。乡村 

旅游，并不是一定要游客住到乡村里去。北方搞草 

原旅游，并不是让游客都住到蒙古包里，而是让游客 

的大多数仍然住在星级宾馆之中，白天送游客去大 

草原游玩。贵州搞乡村旅游，从扶贫角度讲，游客可 

以住在乡村，与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这只是 
一 个品种。其他的品种或者说主要的品种，还是让 

游客住在城市的宾馆里，白天用汽车送他们去乡村， 

晚上再接回城里。这样的方式也可以分为三个层 

次：第一层次是让游客住在贵阳，主要游贵州省著名 

的乡村景点；第二个层次是让游客住在地区级城市， 

如遵义市、都匀市、兴义市、铜仁市、凯里市、六盘水 

市、安顺市、毕节市等，安排游客去驻地所属的乡村 

景点旅游；第三个层次是让游客住县城宾馆，安排游 

客去所驻县的乡村景点旅游。比如在织金古城，游 

客住在那里不仅可以去乡村旅游，去织金洞景区旅 

游，还可以看到古城风貌和其丰富多彩的夜生活景 

观。品种设计对路，有多层次的内容，才可能会使贵 

州的乡村旅游兴旺起来。 

5．建立一支专业旅游服务队伍。贵州乡村旅游 

的开展最终还是要靠旅游从业人员来组织。除去各 

个乡村自身要配备专门接待人员之外，还要在全省 

范围内组建一支从事乡村旅游服务工作的专业队 

伍。这些专业人员要进行贵州乡村旅游客源的开发 

工作，要与全省各个开展旅游的乡村建立密切的业 

务关系，要对所有来贵州乡村旅游的游客负责，要在 

反贫困的意义上切实保障贵州乡村旅游的效果，要 

对贵州开展乡村旅游的总体形象负责。一句话，这 

支队伍的建设直接关系到贵州乡村旅游的发展水 

平。因此，在发展规划中，必须对这支队伍的建设做 

出慎重、系统的安排，尤其是对这支队伍的骨干人员 

的选择做出认真的尽可能完善的考虑。 

四、保证实现乡村旅游战略发展 目标的 

基础工作 

在实现全面小康建设的进程中，在高度重视乡 

村旅游发展的反贫困意义的前提下，贵州的乡村旅 

游一定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开局，走在全国旅游行业 

的前列，为推动贵州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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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保证乡村旅游项目能够取得长久的效益，为 

了使乡村旅游发展的反贫困战略 目标能够顺利实 

现，确实使乡村旅游的发展对贵州减少贫困人口的 

目标发挥实际作用，从全局着眼，贵州省应该重视以 

下基础工作 。 

1．开展 乡村旅游的宣传工作。过去在战争年 

代，为打胜仗必须做好宣传工作；现在搞经济建设， 

为实现规划目标也必须做好宣传工作。发展乡村旅 

游，应在乡村、在城市、在客源的开发之中大力开展 

宣传，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为了开发客源而进行的宣 

传。这种宣传不是在省内进行，而是要遍及全国。 

贵州乡村旅游的客源应主要来 自北京、天津、上海、 

广州、深圳、重庆等大城市，其次是来自各省会城市 

及部分副省级城市，再次是来 自沿海先富裕起来的 

地级城市，如东莞市等。贵州乡村旅游的扶贫主题 

要让天下皆知，要让全国各地的人们都知道贵州乡 

村贫困状态，这是宣传的基调和基点。没有这样的 

广而告之，贵州的乡村旅游是起不到扶贫作用的。 

贵州乡村旅游的宣传应扩大受众面，打出影响来。 

贵州应不以现在的贫困为丑，而要以将来不能解决 

贫困问题为耻。因而，除在中央电视台发布宣传广 

告外，贵州还应在目前经济发展较好的省市电视台 

做广告，尽可能地扩大宣传面。这种宣传与其说是 

广告行为、企业行为、市场行为，还不如说是一种反 

贫困战略举措的宣传，其直接目的是最广泛地开发 

来贵州乡村旅游的客源。 

2．做好 乡村旅游规划的研究工作。从根本上 

说，效益不是来自于行动的肢体，而是来自于从事乡 

村旅游研究的头脑。研究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战略性 

工作，是贵州通过开展乡村旅游达到反贫困目的的 

最重要的工作。没有自觉的研究，就只会有自发的 

行动，而自发是难免不盲 目和不具有局限性的。所 

以，研究工作是开展乡村旅游中决定成败的工作，是 

必须给予极高重视的基础工作。对贵州来讲，做好 

这项工作一定要注意“引智”，要努力吸引全国最优 

秀的战略研究人员参与这项工作。由于这又是一项 

攻坚性的、前沿性的工作，所以一定要重视发挥具有 

全新知识结构、充满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的年轻人的 

作用；具有现代市场意识的新一代人是开辟贵州乡 

村旅游市场的主力，这是一定要明确的。 

3．做好乡村旅游服务人员的培训工作。开展乡 

村旅游的质量，取决于从业人员的素质。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从业人员的素质是由培训工作来保障的， 

既是说，培训人员的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做好培训工作对于贵州发展乡村旅游意义重大。鉴 

于贵州开展乡村旅游具有相当广泛的普遍性，所以 

培训的任务相当艰巨。具体地说，贵州的乡村旅游 

服务人员的培训工作分为 4类：(1)专门旅行社服 

务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这种培训要求培训对 

象达到 MBA毕业水平。这一类培训可委托省内高 

等院校负责，并由有资质的MBA教育中心承担具体 

的培训工作。(2)专门旅行社服务机构的一般业务 

人员培训。这类的培训内容主要不是旅行社的业务 

培训，而是反贫困行动的业务培训，要让专门的从业 

人员从战略高度切实认识在贵州开展乡村旅游对于 

解决全省贫困问题的重要作用。(3)乡村旅游管理 

人员的培训。这是对乡村中负责开展旅游项目的领 

导干部进行的培训。这一类的培训可委托社会上的 

专门培训机构进行，由省旅游局提出培训目标和具 

体的培训内容，招标选择优秀的培训机构承担培训 

任务。(4)开展旅游的乡村的一般服务人员的培 

训。这项培训可由省旅游局委托专门的旅行社负 

责，由专门的旅行社组织师资力量对培训对象进行 

旅馆服务、饮食服务、导游服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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