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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作为西部较贫困的省份，如何响

应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要求，抓住入世

的机遇，迅速改变贫穷面貌，已成为省内

外各界关心的问题。由于甘肃现在所处的

历史机遇和多年前东部开发时所处的环

境已截然不同，如现在已经是买方市场结

构而非卖方市场结构；东部的开发是在计

划经济的体制下开始的，而现在的西部开

发须在市场经济中进行等，故甘肃经济腾

飞不可能走东部走过的老路。与此同时，

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正在调整

之中，甘肃也必须要适应这种形势。鉴于

这些情况，在甘肃有限的具有比较优势的

资源和产业中，能够真正率先突破，有望

快速崛起并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的首推

旅游产业。

一、甘肃旅游资源概况及特点

甘肃地处我国内陆，旅游资源丰富。

曾是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和成吉

思汗南征北战，马可·波罗探险游历的经

由之地。汉唐以来甘肃就成为沟通中西方

政治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通道，闻名中外

的古“丝绸之路”在甘肃境内绵延 !"## 公

里，留下了无数文化瑰宝，被专家们称为

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省会兰州是中国地

理的几何中心，临夏被称为中国的小麦

加；武威铜奔马被作为中国旅游标志。分

析甘肃旅游资源，具有以下特点：

!$ 数量多，丰度高，类型齐全。甘肃

全省现有较大规模的旅游景区 %% 处，其

中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 处 ，占 全 国 &% 处 的

’$ %( ；拥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 座，占全

国 )) 处的 ’$ #’(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 处，占全国 !!) 处的 &$ *&( ；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 处，占全国 )# 处的 ’$ ’’( ；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处，占全国的

&$ +#( 。此外甘肃的省级旅游资源点也极

为 丰 富 ，共 &%+ 处 ，占 全 国 ’#!) 处 的

*$ )&( 。

&$ 历史文化价值高，不可替代性强。

甘肃作为华夏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拥有

价值极高，其他旅游资源难以替代的古文

化遗产。如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在甘肃更

有历史价值，秦朝、汉朝和明朝长城的起

点都在甘肃。甘肃是中国千年文化遗产—

石窟艺术的故乡，全省现存有大小石窟

*# 多处，其中敦煌莫高窟和有“东方雕塑

馆”之称的天水麦积山石窟在世界驰名。

夏河拉卜楞寺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喇嘛

教学府。

%$ 民族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甘肃是

多民族聚居地区，共有 ’’ 个少数民族，占

全省人口的 +( ，藏、回、裕固、保安、东乡

等十多个少数民族风情浓郁，魅力独具，

其中裕固族、保安族和东乡族在全国惟甘

肃独有。各少数民族在节日、丧葬、婚姻、

饮食、服饰、礼节、居住及文化活动诸方面

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特别是节日活动

更加丰富多彩，如香浪节、采花节、赛马

会、花儿会、姑娘追等，构成了甘肃丰富的

民族旅游资源。

’$ 资源分布广而又相对集中。甘肃

从 东 南 至 西 北 呈 狭 长 形 状 ，东 西 长 达

!"## 多公里。全省基本形成了河西沙漠

绿洲、陇中黄土高原和南部高原山地三大

旅游区，且每个旅游区都由文物古迹、自

然风光和民俗风情三类旅游资源组成。这

种相对集中的特点和三位一体的结构，为

发展甘肃旅游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二、甘肃省旅游业现状及存在问题

甘肃省虽然地处“丝绸之路”的黄金

地段，堪称旅游大省，但旅游业的发展状

况却不如人意。从全省目前的经济结构来

看，旅游业占全省的比重很小，以 !))) 年

全省旅游总收入 !)$ !& 亿元计算，仅占全

省 ,-. 的 &$ #*( ，占 全 国 旅 游 总 收 入

’##& 亿元的 #$ ’+( ；其中国内旅游占全

国国内旅游的 #$ */( ，国际旅游占全国

国际旅游的 #$ &"( 。而同期全国旅游收

入占全国 ,-. 的 ’$ )( ，世界水准则是

!#( 。在西部 !# 省区中，甘肃的旅游业也

十分令人担忧。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

示 ，!))) 年 甘 肃 国 际 旅 游 外 汇 收 入 仅

%/## 万美元，远低于陕西省的 &$ /& 亿美

元，云南省的 %$ *# 亿美元。!))) 年甘肃

接待的旅游人数总计 !’$ ’" 万人次，而同

年陕西省接待游客达 %$ #% 万人次，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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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达 !"#$ "" 万人次。这些都充分说明甘

肃的旅游业还未发挥应有的效益，具体存

在以下问题：

!$ 三大瓶颈制约旅游业的发展。首

先进入瓶颈是制约甘肃旅游业发展最主

要的因素。甘肃地貌复杂，旅游资源大多

分布在山川、沙漠和边远贫困地区，而省

级财政和地县财政在旅游资源开发方面

的投资又很少，导致了甘肃旅游产业出现

了进入难的问题。其次体制瓶颈也在制约

甘肃旅游产业的发展，表现在企业组织结

构和所有制结构单一及旅游资产重组缓

慢。目前省内无一家中外合资旅行社，无

一家旅游上市企业。全省现有的 %& 家国

际旅行社、#’ 家国内旅行社均存在效率

低、内部改革滞后等问题，出现了旅游宏

观效益好而微观效益差的矛盾。再次人力

资源匮乏。不仅缺乏专业人员，更缺乏具

有创新意识的旅游企业家人才，而且有限

的专业人才又流失严重。

%$ 旅游资源开发滞后。甘肃旅游资

源丰富，但不可替代性高、吸引力极强的

旅游资源却极为有限，因此必须要进行深

度开发，以提高旅游资源要素的档次和创

新性。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很薄弱。甘肃

供给能力方面第!种组合占绝大部分，表

现为供大于求，而"、#、$、%、&五种组

合产品均为供求矛盾突出，如旺季紧张，

淡季闲置，总体上不适应未来旅游发展需

求。

三、对策与建议

综上所述，尽管甘肃旅游资源丰富，

但利用和开发状况却不容乐观。那么如何

让旅游产业成为带动全省经济增长的一

个亮点呢？鉴于现状，应从以下六点入手

作为突破口来发展旅游产业。

!$ 开发多种旅游产品。目前制约甘

肃省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旅

游产品单一，且产品老化问题日益突出。

为了更好的吸引国内外游客到甘肃旅游，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西、东、南三条旅游线

路，促进三条主线有更快的发展。开发甘

肃旅游产品要改一花独放为百花争艳。除

丝路文化外，还应发掘开发以下文化资

源：第一，黄河文化，其中最典型的是陇东

的农耕文化。现代开发应提高对母亲河黄

河的利用，开通白银四龙到景泰石林航

线，刘家峡到炳灵寺，大夏河航线以及黄

河漂流项目等。第二，政治文化，充分展示

陕甘宁边区中甘肃陇东革命斗争史以及

西路军英勇悲壮的战斗历程。第三，始祖

文化，秦安大地湾、伏羲、女娲、王母在甘

肃东路，崆峒山作为天下道教第一山，这

些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动听的传说，

对海内外炎黄子孙都有不朽的影响力。第

四，三国文化，甘肃处处都有荡气回肠的

史料传说，如渭水河边对垒、六出祁山、街

亭失守等，经过整理包装，有很大的吸引

力。第五，欧美文化，最后一支古罗马军团

兴衰战史，永昌骊革干古城，是史学界及考

古界的探密之地，可成为甘肃旅游的突破

口之一。

%$ 规划合理的旅游线路。甘肃是一

个内陆省份，区位条件远不如中东部地

区，由于旅游交通费用大，路途时间长，致

使大多数游客望而却步。虽然甘肃旅游资

源数量丰富，独特性强，但由于面积广阔，

资源丰度较低( 在全国旅游资源总丰度中

仅位于第 !’ 位。景区过于分散，在开发利

用上难以形成规模和“聚集效应”，导致旅

游的可进入性差，降低了旅游资源在开发

利用上的优势。要克服这种劣势，就必须

要规划出合理的旅游线路，处理好省内旅

游线路、省与省间旅游线路、大尺度的旅

游线路、中小尺度的旅游线路、境外游客

旅游线路、国内游客旅游线路、团队旅游

线路及大量散客旅游线路的关系。就甘肃

而言，大尺度长线的游客市场，特别是国

际游客市场应是开拓的重点。

)$ 重视旅游可持续消费。国内外经

验表明，当一个景点游客量上升时，这个

景点面临的破坏就日趋严重。甘肃发展旅

游业应吸取这个教训，在大力发展旅游业

的同时必须重视旅游可持续消费。旅游可

持续消费是一种通过选择不危害环境，又

不损害未来各代人的旅游产品与旅游服

务来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一种理性消费

方式。在实施旅游可持续消费中，最紧要

的问题是各级旅游部门如何从旅游者进

行旅游消费的角度以及满足人道意义上

的基本生活需要的角度出发，解决下列问

题，如有营养的食物，洁净的衣服，适宜的

住所，有效的交通运输，清洁的用水，基本

的卫生条件，一定的就业岗位，接受教育

的机会等，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努力提高游

客旅游生活的质量。

#$ 加强旅游交通设施建设。由于甘

肃地域辽阔，景区景点比较分散，且多数

偏离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加

之尚未形成快捷畅通的现代立体交通网

络，机场、航线、航班和火车卧铺及高等级

公路均少，一到旅游旺季，经常出现难进

难出的状况。目前交通状况就已成为制约

敦煌旅游业发展的瓶颈。敦煌到省会兰州

有 !!"" 公里，没有火车，坐汽车起码要两

天；从空中走，小机场小飞机人满为患，旅

游旺季时 ! 天起降 !* 次仍不能满足需

要。因此甘肃要发展旅游产业必须调动地

方和全社会的积极性，在以国家投入为主

的前提下，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进一步

改善旅游交通条件，如增加热线飞机航

班，开放中川机场为国际机场，创造条件

开通庆阳、天水机场，扩建敦煌机场、嘉峪

关机场，改造提高通往主要景区景点的公

路等级，加速各主要旅游城之间的高等级

公路建设。

+$ 加强旅游宣传促销。“酒香不怕巷

子深”的观点，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已

显得不合适宜。甘肃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旅

游资源和旅游产品，但由于长期以来疏于

宣传，忽视了供求双方间的有效沟通，直

接影响了其真正价值的充分体现。为此，

在旅游产业的开发上，要着力于对旅游产

品的宣传推销，舍得在这一方面加大投

入，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通过举办

各种旅游活动，承揽各种会议和节庆活

动，开展旅游文化研讨，在省外举行新闻

发布会及主题宣传推销活动，充分利用广

播电视、报刊杂志、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

介，强化对甘肃省的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

的宣传营销，尽可能使中外宾客了解知晓

甘肃，走进甘肃。

*$ 加强旅游人力资源开发。随着旅

游产品的深度开发，对人才素质要求会不

断提高，需要大批熟悉管理、公关、导游和

娱乐方面的旅游人才，因此应把人力资源

开发当作战略措施来抓。一是高等院校开

设旅游与饭店管理专业，有条件的要培养

旅游专业硕士生；二是全省重点旅游城市

要设立专业培训机构，对从业人员及新上

岗人员进行培训；三是各企业、景区要定

期对在职人员进行培训，不断提高旅游工

作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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