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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州喀斯特地貌突出，民族风情浓郁、旅游资源丰富，成为国内外游客休闲度假的目
的地。贵州近年来努力培育“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旅游品牌，致力于推动贵州全域旅

游，２０１６年６月至１２月，贵州省开展了全省旅游资源大普查工作。现以赫章县为例，分析赫章
县旅游资源的屏蔽现象，并提出开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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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赫章县位于贵州高原西北部，东邻毕节市、

纳雍县，西连威宁县，南接六盘水市水城县，北

与云南省镇雄县、彝良县毗邻（见图 １），交通便
利，县内有省级、县级公路，并实现了村村通公

路。赫章县地处滇东高原向黔中丘陵过渡的倾

斜地带，属于中亚热带暖温湿润季风气候区，为

南温带—中温带之间所特有的高原山区气候类

型，境内属黔西高原中山峡谷区，山高坡陡，峰

峦重叠，沟壑纵横，河流深切，地貌类型多样。

赫章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人口基数大，贫困

人口多，居住有汉、彝、苗、布依等 １４个民族，属
于多民族杂居的县，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

夜郎、扶贫、试验区、核桃、红色及同心文化等多

种赫章特色文化。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特殊

的地貌类型和生态环境，造就了形态各异的自

然旅游资源和丰富多彩的人文旅游资源。然

而，赫章县目前重点开发了 “两天两园（原）两

文化”（即大韭菜坪天上花海、小韭菜坪天上石

林、夜郎国家森林公园、阿西里西大草原、夜郎

文化、民族民间文化）”，丰富的旅游资源未能较

好地开发利用。本文拟对赫章县旅游资源屏蔽

现象进行分析，针对性提出开发建议，以期对促

进赫章县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一定指导意义。

图１　赫章交通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ｆｆｉｃ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ｚｈ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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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赫章县旅游资源概况

通过２０１６年赫章县旅游资源大普查，记录旅
游资源单体点 ９５２个，涉及到《贵州省旅游资源
大普查技术要求》中的１２个主类，３８个亚类，１１２
个基本类型，其中 ４个主类属于自然生态旅游资
源，８个主类属于人文生态旅游资源。自然生态
旅游资源单体有６３２个，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单体
有３２０个，各旅游资源单体类型所占比例见图 ２
（赫章县旅游资源普查报告，２０１６）。

图２　赫章旅游资源单体分类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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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赫章县旅游资源屏蔽现象分析

旅游地屏蔽现象，是指某特定区域的旅游资

源，因某些限制性因素的存在，而开发利用价值大

为逊色，甚至不能顺利开发的现象（许春晓，

２００１）。赫章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为了实现贵
州省大窰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目标，促进

赫章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本文从旅游资源屏

蔽性方面分析影响或限制赫章旅游资源开发的因

素，为下一步旅游资源开发提供参考。

３１　资源屏蔽现象

区域旅游发展与其旅游资源在空间位置中

与周边其他旅游资源的组合结构密切相关。当

一个地区的旅游资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不是垄

断性的、独一无二的资源，区域内还存在更优的

同质资源并更早得到开发时，该地区的旅游发

展将受到资源屏蔽的影响（覃方铭，叶 文，马月

伟，２０１６）。

表１　各等级旅游资源单体数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ｍｏｎｏｍｅｒ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序号 等　级 各等级单体数

（处）

所占普查单体总数

比例（％）
各等级新发现

单体数（处）

所占入级

单体数比例（％）

１ 五级 ２ ０２１％ ０ ０００％

２ 四级 １２ １２６％ １ ０２０％

３ 三级 ３４ ３５７％ ４ ０８１％

４ 二级 １３６ １４２９％ ５７ １１５２％

５ 一级 ２８８ ３０２５％ １４０ ２８２８％

６ 未入级 ４８０ ５０４２％ ２９３ ５９１９％

合　计 ９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５ １００００％

　　赫章县优良级的旅游资源，包括大小韭菜坪、
犀牛塘万峰林、天上石林、石林迷宫、阿西里西大

草原等在内，都是以喀斯特自然景观为主，但纵观

周边市县，也基本以喀斯特旅游资源为主，如东部

有织金洞世界地质公园、喀斯特溶洞景观织金

洞—织金大峡谷，南部及西部有喀斯特森林景观

玉舍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六盘乌蒙山国家地质公

园、乌蒙大草原等，喀斯特地貌景观方面有兴义万

峰林景区，已经形成旅游品牌；这些景区资源级别

高、品牌效应强，开发较早，对游客极具吸引力。

这些同类型的资源优者的屏蔽，直接导致赫章县

等本来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旅游资源地陷入同类

优良旅游资源重重包围的困境。

３２　要素屏蔽现象

旅游地的要素屏蔽指旅游资源质量一般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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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地内，因资金、劳动力、开发技术和土地等生产

要素的不利影响，而使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显得

更低的现象（许春晓，２００１）。
基础设施和旅游配套设施的建设直接影响到

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业发展（胡蔷，２００９）。赫章县
经济实力较弱，是一个欠开发、欠开放的国家级贫

困县，长期以来受交通条件和整个区域经济状况

的制约，赫章县旅游基础设施缺乏资金投入，还没

有真正开发，由于发展动力不够，使得旅游业在基

础设施、宣传推广、景区开发、项目招商等方面，尽

管做了一定的工作，但仍然力不从心。资金的瓶

颈成为赫章旅游业的最大制约因素，需要创造条

件跨越式发展。受贵州旅游业的整体发展态势影

响和县委县政府的决策拉动，赫章旅游业即将进

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赫章旅游人才变得很缺

乏，而且必将呈现出逐年加剧的情形，人力资源严

重紧缺，与旅游业发展的需求不相匹配。资金短

缺及高素质旅游相关从业人员缺乏，成为制约赫

章县旅游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３３　区位屏蔽现象

旅游地之间的区位屏蔽主要是指由于旅游地

的空间位置关系及其旅游地与客源地之间的空间

关系，导致由于一个旅游地或几个旅游地的存在

而对某特定旅游地形成的空间竞争势态并使之处

于劣势的现象（全磊，宁宝祥，２０１５）。
区位屏蔽使屏蔽性旅游地处于旅游空间竞

争的劣势。赫章县位于贵州省西部黔滇交界

处，东邻毕节县、纳雍县，西抵威宁县，南接六盘

水市水城县，北与云南省镇雄县、彝良县毗邻，

虽然有省际边界优势，但与周边主要客源城市

空间距离较远，其中，距贵阳 １９０公里、距离昆
明３００多公里，距离性区位屏蔽显著。此外，县
域内交通区位劣势从根本上影响旅游通达性及

游客可进入性，加剧了该屏蔽的不利影响；其

次，县域地处贵州省西部，东有安顺黄果树、织

金洞世界地质公园；南有六盘水、昆明等旅游热

点、温点城市的吸引和拦截作用，使赫章县失去

众多游客。而且，就与其他旅游目的地之间的

关系上看，赫章县的交通区位也不占优势，游客

去往较为出名的旅游景区经过县境的人数较

少，专门为了到赫章旅游的人数也较少，这也是

一直以来赫章县旅游人数较少的主要原因之

一，呈现组合性区位屏蔽。组合性区位屏蔽也

对赫章县旅游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４　赫章县旅游资源开发建议

４１　精确市场定位，突出特色，实施
错位发展战略

　　据前述的旅游资源区位屏蔽特征，建议赫章
县重点拓展云南昭通、曲靖市方向和四川宜宾方

向的客源市场，有效规避周边产品同质化竞争；另

外突出其生物旅游资源的优势，与安顺、毕节区域

联动，延长这两个方向的旅游线路。在未来开发

工作中应围绕可乐遗址，突出夜郎文化古都特色，

深入挖掘夜郎文化内涵，营造历史文化氛围，强力

开发高原喀斯特地貌及少数民族文化等特色旅游

资源。同时，充分发挥旅游商品资源优势，开发独

具特色的旅游商品是赫章县旅游业发展不容忽视

的迫切需要。

４２　提高对旅游资源的保护意识

旅游资源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旅游资源

是大自然的造化，是人类的历史遗存和传统文

化的创造，一旦遭到破坏，就不能再生。如钟乳

石、古树名木、遗址遗迹、古建筑等等，任何现代

人工的摸拟，只能是赝品，都不具备高档次的旅

游资源价值。赫章县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铅

锌矿及铁矿等（代启勇，２０１５；邓克勇等，２００７；
晏勇等，２０１２）在开采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较
大。因此，要创造良好的资源保护条件，加强灾

害防治（武国辉，杨涛，２００８）。不论对哪一类旅
游资源的开发利用，都必须首先考虑保证旅游

资源的原貌不受破坏，保证在对旅游资源进行

有效利用的同时，使旅游资源得到更好的保护

和修缮，切不可在没有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匆忙施工，急速迎客。

４３　加大旅游资源的宣传力度和开
发力度

　　对地方旅游而言，有些旅游资源本身价值很
高，有较强吸引力，但知名度不高，因此，加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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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重要。加大对赫章旅游宣传的投入，要围绕

赫章的高原喀斯特地貌风光、夜郎文化及少数民

族文化资源等突出的特色优势和丰富的动植物资

源，将自然资源特色优势转化为现实的产品优势。

由于赫章县旅游业发展起步晚，开发利用程度低，

因此，加大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完善地域结构，

增加游客在赫章县的游玩时间，是提高赫章县旅

游业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４４　加强旅游基础建设

可进入性差是地方旅游资源开发中面临的普

遍问题，旅游景区景点应与交通建设相配套，“景

随路建，路为景开”。旅游者主要是根据旅程的

距离和是否安全、迅速、准时、方便、舒适进行选

择。不论是公路、铁路，还是水路，必须以赫章客

源市场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为导向，在数量、规

模和设备档次上，适应不同游客的需求，加强旅游

交通基础设施和通往景区的道路建设，全面提升

旅游通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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