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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云南和四川旅游业发展状况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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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改革开放以来 ,云 南旅游业发展突飞猛进 ,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为旅游资源大省的四川 ,其 旅

游业在可进入性、宣传力度、服务质量、环保意识及其经营收入和影响等方面均不如云南省 ,根 源在于四川省的旅

游发展意识和旅游资源开发观念落后于云南。因此 ,发 展四川旅游应该走政府主导下的全民发展旅游的路子 ;在

旅游资源开发中,坚 持
“
体现特色、培育精品、保护环境

”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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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和四川都是中国的旅游资源大省。从旅游资源类别看 ,云南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省份 ,拥

有特色十分突出的人文旅游资源 ;同 时由于特殊的气候环境和地理环境 ,云南也有着特点明显的生态和自然

旅游资源。这些人文、自然旅游资源使云南成为中国西南的重要旅游目的地。相比之下 ,四川也因特殊的地

理环境形成了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 ,其旅游资源总量位居全国榜首 ;并且作为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以及蜀文

化和道教的发祥地 ,四 川又拥有同样丰富的生态和人文旅游资源。中国 3个世界自然遗产 ,四 川占了2个 ;3

个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四 川占了 1个 ;12个世界文化遗产 ,四 川占了 2个 ;全国 119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

四川占7.5%,居全国第三位 ;四 川的省级风景名胜区数量占全国第一位 ;中 国旅游胜地 00佳 ,四 川占了 7

个[1]。 根据专家评估 ,四川省的旅游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在西部地区位居前列 ,强 于云南 [2]。 然而 ,近

几年来 ,在旅游发展的进程中,四 川却远远地落在了邻省云南之后。据 1999年西部地区入境旅游统计 :云南

接待人境游客达 104万人次 ,旅游外汇收人共 35033万 美元 ,比 上年增长 “。2%,居 全国第 7位 ;而 四川接

待入境游客仅 37。 “ 万人次 ,旅游外汇收人仅 叨” 万美元 ,比上年增长 16.2%,居 全国第 21位 [3]。

一 云南、四川旅游业的差异

同样是旅游资源大省 ,为什么两省的旅游发展状况会有如此大的差距?通过对云南、四川旅游业的分析

比较 ,我认为两省在发展旅游上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旅游可进入性

可进入性是旅游业发展的前提 ,是发展旅游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旅游可进人性并非仅指旅游者可

由外界抵达旅游地的情况 ,而是要
“
进得来、散得开、出得去

”
,即 指旅游 目的地同外界的交通联系以及旅游

目的地内部交通运输的通畅和便利程度。因而 ,旅游交通建设不仅包括通道建设 ,而且还包括各种交通运输

工具的运营安排。经过多年努力 ,云南已建成了适应旅游业发展的各景区景点的立体交通网络。云南省的

各重要旅游景点均建有中小型机场 ,并且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的高等级公路网 ,连接着全省几乎所有的旅游

景点。可以说 ,云南各旅游地的可进人性极其良好。四川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虽有所发展 ,但与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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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仍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四川的旅游机场建设相当缓慢。著名景区九寨沟 ,其机场去年才动工 ,制 约九

寨沟旅游发展的交通问题直到去年九环线完全竣工才有所缓解。拥有众多世界顶级风光和丰富旅游资源的

甘孜州 ,不仅重要景区无机场 ,就连州中心城市康定的机场建设也才刚刚开始。虽然四川高等级公路的建设

总量比云南多 ,但直接连接旅游景区景点的却很少 ,旅游交通工具的运营安排也很少直接考虑游客的便利。

下面以云南路南石林和四川都江堰两个景区作一比较 ,以 揭示两省在景区可进入性上的差异。

表一。路南石林与都江堰交通状况比较

旅游景区 资源价值
距省会距离

(km)

散客路途所

需平均时间
交通设施状况

云南

路南石林

国家 级 重 点 风 景 名

胜
约 gO分钟 高速公路直通景区停车场

四川

都江堰

世界文化遗产 ,国 家

级重点风景名胜
至少 70分钟

高速公路通市 区 ,汽 车驶人长途

汽车站 ,车 站 口无旅游标 识 、无

公共汽车站牌

云南路南石林与四川都江堰距省会城市都很近 ,同 属具有很强吸引力的著名景区 ,但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的都江堰 ,其旅游交通建设远不如路南石林 ,这明显地制约了占游客绝大部分比例的散客前往旅游。

(二 )旅游宣传力度

旅游业的发展 ,不仅依靠丰富的旅游资源 ,更需要广泛的宣传 ,使游客对旅游地有明确的认知 ,进而做出

决策。在这一点上 ,云 南做得尤其出色。首先 ,政府每年都投人大量资金进行云南旅游形象宣传。仅在

1998年 11月 举行的上海国际旅游交易会上 ,云南一次性投入的资金就达 ⒛0万 RMB。 1999年 ,云 南投入

们00万 RMB进行旅游宣传 ,而 同期四川只投人了⒛0万 RMB,仅相当于云南在上海国际旅游交易会上的一

次性投入金额。

其次 ,在宣传的手段、范围、内容上 ,云南也强于四川。云南常借助中央电视台的媒体优势 ,大力宣传 自

己富有特色的旅游资源。尤其是 1999年昆明世博会期间,云南不惜重金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每天播

出关于世博会和云南风光的宣传广告 ,取得了显著效果。此外 ,云南省电视台及各地方电视台都把旅游类栏

目作为日常播报的重要内容。另外 ,关于云南旅游的书不仅面广、量多、质高 ,而且发行了一些精美的英译本

小册子和全面介绍云南旅游的光盘。近年来 ,随 着电子商务 (E-∞mmerce)的 迅猛发展 ,云 南又把网络作为

旅游宣传的手段。例如 :中 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丽江就建有如 www.吓 ans。uth。 ∞m之类的数个旅游网站。

通过大量、广泛的旅游宣传 ,树立了云南在国内外的旅游总体形象和旅游产品的品牌形象。相比之下 ,四川

的宣传方式比较单一 ,仅参加国内的一些旅游展览活动和香港国际旅游贸易展览会、印发旅游小册子等 ,对

电影、电视和网络等媒体的借助较少 ,多数材料甚至只介绍单一的旅游目的地或景点 ,难 以找到较为标准的

英语译文 ,一些介绍四川风光的光盘也仅局限于九寨沟、峨眉山等众人熟知的景点。

(三 )旅游服务质量

旅游服务属于旅游产品中的软件部分 ,是旅游产品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旅游服务质量是影响旅游地

客源数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旅游地未来发展的前景。旅行社是旅游业的三大支柱之

-。 旅行社的服务质量影响并决定旅游整体服务质量。1999年 ,国 家旅游局发布中国旅行社业务年检情况

通报 ,云南既是中国国际旅行社又是中国国内旅行社各项主要指标 (包括行业规模、总体经营效益、主要旅

游业务状况等)排序前十名的省市之一。然而 ,这两项排名 ,四 川均不在其列。另外 ,其公布的优秀旅游城

市百强社 ,昆明是名列国际、国内百强社总数前茅的十大城市之-,四川却无一城市人选 [4]。 最近 ,国家旅

游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共同评选出中国 15个保护旅游消费者示范单位 ,云南有 3个人选 ,其 中路南石林排

在首位 ,四 川却没有一个单位入选。在旅游服务质量上 ,四 川与云南相比,差距很大。

从根本上说 ,旅游服务质量取决于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甚至可以说 ,旅游业的兴衰是与旅游教育的发

展状况密切相关。云南在这方面起步较早 ,其 中云南大学是西南地区最早建立旅游院系的大学。云南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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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当重视 ,每年对云南大学旅游学院进行巨额资金投人。目前 ,该系已发展成为西部地区办学水平最高的

旅游院系。四川在旅游人才的培养上尤其是旅游高级人才的培养上起步晚于云南。另外 ,四 川现有的旅游

教育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一 ,硬件上 ,缺乏旅游人才培训必要的设备和设施。其二 ,软件上 ,缺乏该领域

内高层次的培训教师。绝大多数培训单位 ,尤其是高等院校 ,许多教师是临时改行或是兼职教旅游 ,所 以,教

师缺乏行业经历和深入的理论研究。其三 ,总体上 ,缺乏旅游管理培训能力。据了解 ,旅 游企业经营者认为

旅游专业毕业的学生所学课程只有 30%是学有所用的,因此 ,他们还得对所聘毕业生进行额外的培训。但

是 ,旅游企业既缺乏经过良好培训的人员 ,也没有形成良好的人员培养机制。所以,要 提高四川旅游从业人

员的素质 ,首先应该提高旅游人才培训者的素质和能力。

(四 )旅游环保意识

云南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中有一个突出成就 ,就是旅游区环境整洁、优美。无论是省会城市昆明、边陲

重镇个旧,还是烟草城市玉溪和有
“
珠江源

”
美誉的曲靖等 ,都以整洁的城市环境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漫

步城市街道 ,几乎看不到污染物 ,地面的灰尘也很少。1999年昆明世博会期间 ,昆 明大大小小的街道、公园、

各类休闲广场均布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 ,一派群芳争艳的景象 ,吸 引了大量游客 ,进一步提高了昆明的旅游

知名度。另外 ,云南人已养成爱护环境卫生 ,不随手乱扔废弃物的良好习惯。这不仅是云南长期以来高度重

视发展旅游业的结果 ,而且与云南下大决心、花大力气进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密不可分。这

一切都为云南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四川的旅游景区,脏 、乱、差现象还较为严重。同样是国家级旅游城市 ,成都的城市环境卫生就不如昆

明,而且城市的污染指数也高于昆明(见 中央电视台
“
主要城市污染指数公报

”
)。 府南河的整治虽使成都的

市容环境有了很大改观 ,但人们的环保意识还很差 ,很多整治过的污染源又有死灰复燃的倾向。这类问题在

四川各地均严重存在。据报道 ,有
“
东方沙姆尼

”
之称的四姑娘山,景 区环境相当糟糕 ,到处是正在施工的建

筑 ,到处是黄沙飞舞 ,当 地最豪华的宾馆 ,污水仍然直接排进河里。这样的景区环境使外商丧失了对景区投

资的信心[5]。

二 云南、四川旅游业发展差异形成的原因

通过对云南与四川旅游业发展状况的比较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四川和云南旅游业出现差距的两个原因。

(一 )旅游发展意识的差异

云南旅游发展战略的确立比四川早。云南的重工业资源并不丰富,农业经济仅烟草、甘蔗等经济作物的

种植较发达 ,加上云南有着大量的处于贫困状态的少数民族 ,因 此 ,处于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 ,与东南沿海省

份相比,并不具有经济优势。因而 ,云南省很早就把烟草业和旅游业确立为拉动本省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产

业 ,并加以大力发展。云南省曾将大量财政收人投人旅游业 ,以期通过对旅游的短期投资获得全省经济的长

远发展。另外 ,云南走的是从上至下全民动员发展旅游的路子 ,从省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都把促进旅游业发

展提上了非常重要的议事 日程。云南人对发展旅游的参与意识很强 ,各地在政府的带动下 ,十分注重保护环

境 ,并不断开发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资源。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引导 ,云南人已经形成了利用旅游业来提高自

身生活水平的强烈意识。例如 :在昆明 ,几乎所有的服务行业 ,包括非服务行业的建筑业 ,都能让人感受到该

城市强烈的旅游氛围。虽然有些方面很细小 ,但它反映出的却是意识观念的大问题。最近 ,中 央制定了西部

大开发战略 ,云 南省政府则初步形成了《中国西部大开发 云南行动计划总体构想》,确立了三大目标 ,即把

云南建成
“
绿色经济强省

”
,“ 民族文化大省

”
和

“
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通道

”
。这三大目标均与旅游

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很值得四川思考和借鉴。

与云南相比,四川在资源上有着相对优势。四川在水力、矿产、冶金、电子、化工等工业发展上处于西部

地区前列。另外 ,四川是农业大省 ,水稻、生猪等产量在全国榜上有名。
“
天府之国

”
的富庶使四川在确定发

展旅游战略时起步较晚 ,意识不强 ,认识不够。这主要体现为 ,在旅游业发展的初期四川对本省旅游方面的

资源优势认识不足。随着整个旅游业发展环境的形成 ,这一缺陷逐渐得到了弥补。然而 ,四川旅游发展意识

仍然不强 ,仍然没有充分认识到旅游业的发展对本省经济的促进作用 ,从而导致四川旅游业发展缺乏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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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瞻性。四川与云南的省情固然有很大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 ,那就是 :旅 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 ,它的发展可以带动许多相关行业的发展 ,并且可以大大改善投资环境。对旅游业的投入 ,促进的不仅仅

是旅游业本身 ,旅游业的发展还将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四川极具旅游业发展的潜力 ,其旅游业发展现状之

所以落后于云南 ,原 因在于旅游发展意识不强和重视程度不够 ,对旅游发展投人的资金量少 ,致使旅游基础

设施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其他方面建设严重滞后。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在去年召开的省旅游工作会议上强

调指出,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发展旅游业的认识 ,认识不到位 ,起点就不会高。

(二 )旅游资源开发观念的差异

云南把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 ,成为中西部旅游大省 ,靠 的就是讲质量、讲信誉、创精品名牌

打天下的全新路子。云南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 ,在旅游资源开发中,云南人就紧紧抓住 自身的这一特点 ,将

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 已建成的 5条精品旅游线路中体现了鲜明的、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 5条精品旅游线是 :以 昆明为中心的滇中旅游线 ,以 滇西北大理、丽江为中心的香格

里拉之旅 ,滇西的景洪风情线路 ,滇西南西双版纳的风情旅游线 ,滇东的喀斯特地质奇观及中越边境少数民

族风情旅游线[6]。 不管是否到过云南 ,人们只要一看到那亚热带雨林风光 ,就会联想到云南西双版纳 ;一

听到歌曲《五朵金花》,就会联想到大理的蝴蝶泉 ;一看到那些尖顶方肚的小乘佛教建筑或迷人的孔雀舞 ,就

会想到丰富多彩的傣族文化。傣族的泼水节更是闻名海内外。另外 ,由 于独特的气候 ,云南已成为全国第一

大鲜花大省。自 1994年 以来 ,云 南鲜花产量一直位居全国首位。云南抓住这一生态资源大做旅游文章。

19g9年 ,昆明世博会给云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同时也掀起了云南旅游的又一高潮 ,使 云南的旅

游业进人了-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世博会期间 ,云南省接待海内外游客近千万人次 ,旅 游收人近 10亿元人

民币。闭园后的 zO00年 1-7月 虽还未进人旅游旺季 ,人园游客总数却超过 113万人次 ,园 内商旅、餐饮、服

务业营业收入已接近 1亿元。另外 ,由 于世博会的召开 ,仅昆明的城市现代化建设就提前了 10年 ,云南各地

州中心城市的建设也有很大改观。世博会还增加了云南旅游从业人员人数。据昆明市旅游局统计 ,仅昆明

市旅游行业的从业人员就已达 10万人以上。世博会期间和闭园后的旅游旺季 ,商家的成交额要比平时高出

10个百分点 [7]。 世博会的召开为云南旅游在世界范围内做了一次极好的宣传 ,大大增加了其旅游知名度。

抓住这一契机,zO00年 ,云南省又相继成功地举办了首届中国昆明国际旅游节、中国民族服装服饰博览会及

中国昆明国际花卉节。其中,花卉节期间,有 13个 国家和地区组团参展 ,共签订 ⒛ 个项 目,成交额 11.888

亿元。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云南以其独特的魅力 ,陆续推出一系列大型国际盛会 ,博得了世界的喝彩 ,赢得

了全球的瞩目。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云南在旅游资源开发中观念的创新。云南省长李嘉廷曾经大胆地设想 :

让昆明市所有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都穿上具有云南少数民族特色的服装进行服务。果真如此 ,那 必将成为

昆明旅游的又一道亮丽风景线 ,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

相比之下 ,四 川在旅游资源开发观念上则远远落后于云南。四川的旅游资源在全国位居前列 ,但是其开

发的观念却不到位 ,力 度也不够 ,很少有能充分展示四川旅游形象的精品。比如 :四姑娘山、海螺沟冰川、稻

城
“
香格里拉

”
等川西高原独有的风光 ,均仅仅处于一般的开发状态 ,有 的甚至处于低水平开发状况 ,并且这

些旅游资源的开发极少与四川的整体旅游形象挂钩 ,也缺少特色。位于川滇交界的泸沽湖 ,一半在川 ,一半

在滇。然而 ,位于云南的那一半旅游搞得红红火火 ,而 四川这一半却略显冷清。这种由于旅游资源开发观念

不到位而造成的旅游资源闲置现象 ,在 四川还较为严重地存在着。众所周知 ,国 宝大熊猫 ,主要栖息地在四

川 ,应该说它是四川生态旅游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许多国外游客却只知道中国有大

熊猫 ,而不知道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在四川 ,甚至还出现过一些外国游客弄不清楚建有世界最大的熊猫研究

繁殖中心的成都处于中国的什么位置。这不能不说是四川在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中的一个疏忽。另外 ,四 川

是古蜀国和蜀汉文化的发祥地 ,也是道教的发源地 ,人文景观和宗教文化十分丰富。但是 ,在 四川的旅游资

源开发中,人文特点却体现得很不够 ,甚至还有众多文化旅游资源尚处于未开发状态 ,如 :羌族、彝族独特的

民俗风情 ,正在消失的古城镇建筑和以大邑县刘氏庄园为典型的乡村建筑 ,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代 表中国现

代工业的攀枝花钢铁基地 ;以 五粮液集团为代表的四川酒文化旅游资源等。很多游客只了解四川的一些 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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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风光如九寨沟、黄龙等 ,却往往忽略了四川的人文旅游资源。这是值得引起四川旅游资源开发者注意的问

题。

三 发展四川旅游业的建议

四川旅游业发展 ,应该注意高质量地开发旅游资源 ,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抓精品,树名牌 ,塑 造旅游

整体形象 ;下大力气抓好交通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抓好人才培训和旅游法制建设。

(工 )增强旅游发展意识 ,在政府主导下全民发展旅游

发展四川旅游业 ,首先应该学习云南对旅游的超前发展意识 ,走从上至下全民动员发展旅游的路子。各

地方 ,尤其是旅游资源极其丰富但又相对贫困的四川西部甘、阿、凉地区 ,应充分意识到发展旅游对本地经济

发展和居民增收的重要意义 ,积极地开发一切可以开发和利用的旅游资源。

其次 ,应坚持政府主导战略。一方面 ,政府应对旅游业的发展进行大力的引导和协调 ,而 不是让政府把

旅游业全面地管起来。
“
主导并非主管 ,不是把旅游业

‘
管

’
死。政府不是高高在上、指手划脚 ,而 是身体力

行、大力提倡 ,统一协调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 ,以 确保整体利益 ,塑造整体形象 ,从根本上杜绝各自

为政、不顾大局的割据行为
”
[8]。 另一方面 ,全省旅游形象的宣传和产品的促销工作必须由政府主管部门

来承担 ,统一进行。旅游企业的能力毕竟有限,而旅游宣传需要多渠道、高质量、广泛地进行 ,没 有政府的大

力支持和鼎力相助是难以取得良好成效的。

(二 )突 出特色 ,培育精品 ,重点塑造四川旅游的整体形象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因此 ,四 川旅游资源开发必须立足于四川旅游资源本身。四川在进行

旅游资源开发时必须把握
“
体现特色、培育精品、保护环境

”
的原则 ,以增强旅游地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应尽

快制定规划 ,合理有效地开发四川独有而至今尚未开发的旅游资源。⒛00年 ,四 川省旅游工作会议确定了

四川旅游发展的两条主线和三个精品,即 自然生态主线和历史文化主线 ,以 及大熊猫、九寨沟、三星堆三个精

品,这是四川旅游发展的新起点。其实 ,范 围还可以再大些 ,精 品还可以再多些 ,同时注意自然与人文景观的

有机结合。关键是要不断创新 ,重点在于塑造四川旅游的整体形象 ,因 为一个地区旅游发展的核心与关键在

于塑造和体现这个地区旅游整体形象和精品特色。实际上 ,整体形象和精品特色是一种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

两者相互联系 ,缺一不可[9]。 首先 ,只 有具各共性特征 ,才有利于一个地区旅游业的整体发展 ,才有利于该

地区进行旅游宣传。尤为重要的是 ,只 有具备了整体形象 ,才可能扩大该地区旅游业的积极影响 ,从而为稳

定和扩大客源市场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 ,在体现共性特征的同时 ,还要充分体现各旅游景区景点的个性特

征 ,以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如果不能塑造出一些精品特色 ,那么游客在该地区旅游的时间和次数 ,必 将受

到影响。云南旅游业的成功 ,关键在于它同时具备了这两个要素。云南旅游的五条精品线路都体现出一条

共同的鲜明的主线—— 民族风情、亚热带风光 ,这就是云南旅游的整体形象。但五条线路又独具特色 ,丝毫

不会使人产生重复感。四川旅游的精品特色虽已基本具备 ,但还不甚明显 ,而整体旅游形象则没有。这是一

个需要花大力气着重解决的问题。在塑造旅游整体形象时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不要把形象的定位固定化、

僵化 ,最好让游客来为四川的旅游整体形象定位。从云南旅游整体形象的塑造中,我 们可以看到 ,它 既不取

决于政府 ,也不取决于旅游开发商 ,而是取决于游客。因此 ,一个地区的旅游整体形象应由地区旅游特色去

体现 ,应蕴涵在旅游开发意图中,而不是由政府或开发商去僵化定义。只有这样 ,该地区的旅游整体形象才

不至于僵化 ,也才可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三 )保护环境 ,走旅游可持续发展道路

良好的环境对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旅游环境包括旅游景区的环境和旅游 目的地的环境两个部分。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 ,因 而对旅游资源及其环境的保护是旅游业持续稳定发展的保证。旅游目的

地的良好环境是创造该地区良好旅游氛围、塑造良好旅游形象、吸引游客的重要环节。因此 ,必须树立
“
保

护第一 ,开发第二
”
的旅游开发观念 ,坚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另外 ,还必须努力提高全省人民,尤其是

重要旅游城市及景区、景点人们的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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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兴 论云南和四川旅游业发展状况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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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Deve1opment Direrences in Yunnan’ s and sichuan’ s TourⅠsm

CHEN Xing
(Tourism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sichuan, a province rich in tourist resources, is not equal to Yunnan, another province

rich in tourist resources, in tourist accessibility, pubhcity, service quality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owing to the fact that sichuan lags behind Yunnan in tourist development consciousness

and resources development sense. sichuan must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
feature display, excellent varieo

ty cultivation,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developing tourist resources。

Key words:Yunnan; Sichuan; touris1m; development;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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