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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分析了民族风情旅游的内涵及其特征的基础上 , 对西部地区民族风情旅游的发展条件进行了 SWOT
分析 , 并对促进西部地区民族风情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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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民族风情旅游的概念及其特征

11民族风情旅游的概念内涵。关于民族风情旅

游 , 国内外学者各执其词 , 莫衷一是。至今尚未作

出一个严格的统一的界定。笔者较倾向于国内学者

王德刚教授对之下的定义“就是以民风民俗因素作

为吸引物和承载物 , 激发旅游者兴趣 , 通过旅游者

的亲身投入 , 成为特定民俗环境中的一员 , 从而达

到旅游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交流 , 满足旅游者休闲、

探奇、求知等目的的旅游活动。”因为旅游活动实质

是旅游者的一种经历、一种体验和一种心理感受。

该定义站在旅游者的角来挖掘民俗风情旅游的内涵 ,

强调了旅游者的参与性 , 符合现代旅游者的心理 ,

同时也延伸出了民族风情旅游的主要特征。

21 民族风情旅游的特征。民族风情旅游作为

一种专门旅游 , 除了具备一般旅游活动的共性外 ,

还有其自身鲜明的个性 , 其中最为典型的三大特征

是 : 首先 , 最为突出的一点 , 是参与性。旅游者预

期兴奋的满足正是由自身的耳闻、目睹、手摸、口

尝、身做来实现的 , 旅游者在参与中领略了少数民

族的居住、饮食、生产和礼仪风俗等 , 并留下深刻

的回忆。其次 , 本土性。民族风情旅游开发必须立

足本土特色 , 才能够既达到与环境的融合 , 又增强

其吸引力 , 这也是民族风情旅游不可能被其它旅游

产品所替代的优势。从这种意义上讲 , 民族风情旅

游对本地居民的吸引力相对较小 , 本地居民主要应

作为主人 , 作为工作人员出现 , 决不可能构成客

源。民族风情旅游的广大市场在外地 , 在海外。最

后 , 情趣性。当地在设计旅游产品时 , 可以在一定

文化背景烘托下 , 有意安排一些“逗趣点”, 造就

一种寓教于乐的氛围。值得注意的是 , 不能片面追

求情趣而落于俗套 , 降低了旅游活动的品位 , 更不

能用一些庸俗、低级趣味的东西来作为吸引游客的

手段。

二、当前西部地区民俗风情旅游发展的 SWOT

分析

11 优势分析 ( Strengths) 。西部地区分布有全

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 , 那多姿多彩的奇风异俗 , 令

人陶醉 , 独有的风俗习惯、民族文化 , 成为世界民

族、民俗文化的一朵奇葩。另外 , 相对封闭的西部

地区保留了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更多痕迹 , 世界对其

有强烈的神秘感 , 这种“神秘性”及浓郁的“本土

性”, 成为满足游客追新猎奇心理的旅游吸引物 ,

必将带来大量的海外游人。

21 劣势分析 (Weakness) 。首先 , 政府旅游扶

贫与当地居民的观念滞后存在着较大冲突。西部地

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居民目前对改革开放的观念相对

保守 , 抵制外部各种思想文化 , 保护自己的传统行

为方式不被改变 , 形成一种自我封闭的文化之网 ,

阻碍了一些资金和技术的流入。例如 , 贵州紫云县

宗地乡麻山深处的一处苗族村落在保持传统文化方

面真可谓“原汁原味”了 , 靠着类似于刀耕火种般

的方式勉强维持生计。目前 , 正当苗族山洞以民居

形式被列为该县委、县政府准备大力发展的旅游文

化项目时 , 但那里的居民却人人都宿命般地注定要

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死于斯。这难免会给当

地的民族风情旅游发展带来障碍。其次 , 游客的参

与性与民俗文化的商品化问题日趋严重。民族风情

旅游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其与旅游者所属民族的差异

性 , 这就要求在民族风情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必

须力求保持其真实性和突出民族特色 , 旅游者也多

以亲身体验这种独特的风土民情为乐趣和满足。但

是 , 随着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 , 当地居民

与游客的广泛交往 , 必然会带来当地居民的经济价

值观念的改变、生活价值的变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变

迁。这些原本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场合 , 并按传统

内容和方式才能举行的仪式、礼俗 , 出于商业目

的 , 打破了传统规定被随时出售给旅游者 , 内容上

也被压缩 , 个别地区甚至以民俗包装去低格调猎

奇 , 民族文化被随意庸俗化。比如 , 新疆各少数民

族都有其独特的服饰文化 , 有些地方对此不加区

别 , 将许多民族的服装混穿 , 张冠李戴 , 甚至有些

舶来品亦被视作“土风”。许多外地游客将露脐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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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认为是新疆的特色服饰之一。这些做法不仅不遵

循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参与性原则 , 更谈不上弘扬

民族文化 , 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当地旅游业的长足发

展。最后 , 民俗文化精品的保持与技术人才的匮乏

问题迫在眉睫。现代经济的竞争更多是人才竞争。

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同时人才同样匮乏。民族

风情旅游作为一项专门旅游 , 需要原生地居民的操

作表演 , 需要有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规划建设 , 高素

质管理人才和服务人员进行经营管理 , 才能开发出

旅游精品项目 ,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 ,

民俗文化的原生地日益“现代化”, 并受经济利益

的趋动 , 使一些民俗表演人才纷纷外出打工 , 导致

当地的民俗风情展示的源泉日益枯竭。如葡萄沟本

是一个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那里当地老乡的生活习俗与他们那一座座被葡萄架

绿荫所覆盖的民居都是这一景点的文化组成部分 ,

使这个旅游胜地带有特定的维吾尔族民俗文化色

彩 , 从而远近闻名。而如今 , 经过多年程式化的开

发 , 已见不到本地人的身影 , 以至于许许多多的游

客幕名而来 , 败兴而归。民俗文化精品消亡 , 民族

特色弱化的事实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

31 机遇分析 (Opportunities) 。可以说 , 当前西

部地区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民族风情旅游的好机

遇。1999 年 6 月 , 江泽民同志在考察大西北时 ,

代表党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 从而揭

开了西部大开发的序幕。这项政策给西部地区旅游

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好的政策机遇。另外 , 近两年国

内旅游需求十分火爆 , 东部地区的许多旅游产品对

旅游者来说已失去了个性 , 市场开始寻求新的目的

地 , 这为西部地区的民族风情旅游发展提供了强劲

的市场动力。

41 威胁分析 (Threats) 。不可否认 , 东部地区通

过改革 , 在政府部门中引入了改革意识、开放意识、

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 , 创造出良好的投资环境 , 促进

了经济和技术的发展 , 东、西部地区的差距非短期可

以消除 , 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也不是短期可以塑

造。随着我国出境旅游国家和地区的开辟日趋增多 ,

争夺客源市场的竞争也将日益加剧。

三、西部地区民俗风情旅游发展的对策和若干

建议

11 政府主导 , 重视西部地区人才的引进和培

养。西部地区的旅游开发在资金、人才、观念等方

面都存在不利条件 , 这些已成为西部地区旅游发展

的“瓶颈”。因此 , 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型”管

理模式在实施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中的主渠道作

用 ,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制定扶助性政策法规和配套

措施 , 并进行对口支援。坚持培养和吸收相结合的

原则 , 通过多种手段培养当地既懂民族、民俗文化

又具备旅游管理等专业知识的人才 , 为西部地区民

族风情旅游发展建立可靠的人力资源保障体系。

21 坚持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与经营 , 引导

和提高当地居民及从业人员的思想意识。坚持当地

居民参与旅游开发与经营的全过程 , 使他们意识到

本地传统民俗文化的价值 , 促使他们自觉地去保

留、传承和弘扬自己的民俗文化 , 而不是盲目地接

受外来的文化。对当地居民和旅游从业人员通过加

强教育和培养 , 提高其思想意识和从业素质 , 消除

旅游业发展给当地居民和旅游从业人员带来的各种

消极影响 , 体现和反映西部地区民俗风情旅游真正

的民族味、乡土性、朴实感 , 刺激旅客旅游动机的

产生 , 带来更多的客源 , 避免短期行为带来的负面

影响 , 实现西部地区民族风情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1注重旅游产品的深层次开发 , 推出高品位的综

合性民俗风情旅游精品。西部地区虽然民俗风情绚丽

多姿 , 但多以初级产品为主。随着旅游市场的多样

化、个性化发展 , 这已不适应市场需求。因此 , 要引

导当地居民正确认识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 , 立足于当

地的传统特色 , 挖掘民族文化的精华 , 开发融民俗艺

术、民族生态、民俗风情、民族风味品尝等为一体的

高品位综合性民俗风情旅游精品。如广西壮族自治区

博物馆经常举办的“民族文化一日学”活动 , 可令游

人参观广西民族民俗展览 , 参加广西民族风情表演中

的壮族板鞋舞、侗族“多耶”等 , 最后品尝广西少数

民族风味小吃 , 其中穿插进行广西民族知识有奖竞猜

活动。这不仅能满足游客需求 , 占据市场 , 也能使民

族文化得到保护。

总之 , 我国西部地区虽然拥有丰富内涵的民

族、民俗文化及绚丽多姿的奇风异俗 , 在全国具备

发展民族风情旅游的潜在基础和条件 , 但是 , 由于

历史、经济、社会等综合因素制约 , 现今西部地区

发展民俗风情旅游仍会遇到一系列障碍和困难 , 只

有政府主导、企业合作、当地居民参与 , 才能形成

西部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良好社会综合基

础 , 西部地区民俗风情旅游才能真正实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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