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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旅游业对现代经济 、社会文化 、人类生存环境等诸多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尤其是旅

游业的共性特征与行业整体优势在西藏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依然具有同质性(旅游行业七

大规律的普遍性和真理性),同时西藏旅游业具有极强的个性特征。注重从实证数据和实践经

验中梳理提炼有关西藏旅游业发展机遇 、资源优势及产业发展拉力等方面的因素 ,是做好旅游

业在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中成为主导产业的可行性命题的主旨 ,是着力解决制约西藏旅游发

展“瓶颈”的关键 ,是旅游业在西藏率先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逻辑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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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西藏旅游业的共性与个性分析

旅游业对经济 、文化 、环境 ,甚至对政治的影响

是整个旅游业的共性问题 。然而 ,对于旅游业决策

部门来说 ,更关注的是通过旅游业共性特征来进一

步认识个性特征 。提炼和阐释西藏旅游业的共性和

个性 ,是本文的基本立足点。因此 ,有必要先就西藏

旅游业的共性与个性作一个概括分析。

(一)西藏旅游业的共性分析

西藏旅游业的 20多年发展历程 ,是西藏改革开

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 。邓水平同志早在改革开

放之初就明显提出“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 ,要突出

地搞 、加快地搞” 。在这一思想指引下 ,西藏于 1979

年成立西藏自治区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筹备处 ,西

藏旅游也从一个社会活动发展为一个新的产业 。

1986年西藏自治区正式设立旅游局 ,负责全区旅游

行政管理;随后各地市相继成立了旅游局或外事旅

游局 ,负责本地区的旅游行政管理 、资源开发和保

护;在旅游资源集中和旅游活动较多的 18个县成立

旅游局。一些旅游景区正在考虑成立旅游管理委员

会 ,负责旅游景区的保护 、建设与经营。1995 年西

藏自治区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旅行社协会”和“西藏

自治区旅游饭店协会” ,负责行业内部行为规范 。

1996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西藏

旅游业发展的决定》 ,2000年西藏自治区党委五届

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把西藏旅游业排在发展特色经

济的首要位置 ,把旅游业列为西藏六大特色支柱产

业的龙头产业 ,
①
并制定了《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

“十五”规划》 ,2002 年自治区七届人大常委会通过

了《西藏自治区旅游管理条例》 。在上级领导的重视

和推动下 ,西藏旅游业的发展潜力和前景逐渐被认

识 ,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内加以重

视与发展 ,在全区范围内基本形成了促进旅游业发

展的社会氛围。

“八五”以来 ,中央财政投入 492亿元用于西藏

的基础设施建设 ,其中 ,从 2000年开始安排国债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约 2亿元 ,形成了初具规模的

旅游产业体系。截止 2002年底 ,全区已有旅游企业

176家 ,其中国际 、国内旅行社 44家(国际和国内旅

行社各 22 家);旅游涉外饭店 97 家 , 总计客房约

5713间 ,床位 12619张;旅游定点餐馆 29 家;旅游

商贸公司 3家;旅游汽车公司 3家 ,车辆 900多辆 ,

座位 8000多个 ,其中个体车辆 300余台。旅游直接

从业人员 4300 多人 ,全区发证导游约 600人 。②全

区已经接待游客的景区(点)约 100 余处 ,其中国家

4A级景区(点)有布达拉宫 、大昭寺 、罗布林卡 、西藏

博物馆 、巴松错等 5处 。从旅游产品体系 、旅游服务

设施 、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等方面看 ,西藏已初步建

立了旅游产业体系 。

西藏旅游业经历了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1984

年以前 ,旅游部门基本上只是发挥外事接待作用 ,这

一时期来西藏旅游的人员基本上是国际友人;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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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执行任务也是友好接待 、宣传西藏成就 ,政治性

较浓。这种现象基本上延续到 1992 年。西藏旅游

从初创到 1991年的客源数见表 1 ,
③
该统计数字表

明了西藏旅游业初期发展的轨迹。从 1992年起 ,尤

其是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 ,全国各地对

西藏加大了支援力度 ,加强了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

投入 ,改善了西藏旅游业的可进入性 ,使国内客源成

为西藏旅游客源的主体 。1990 ～ 2002年间 ,西藏旅

游业规模增长较快 ,旅游人数年增率达 29.6%,营

业收入增长率为 28.7%(详见表 2), ④并逐步实行

了国际 、国内和区内旅游市场同时并举的市场宣传

促销战略 ,确定了以市场为导向 、突出重点 、体现特

色的原则 ,使旅游资源开发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 ,山

南 、日喀则地区相结合 ,辐射林芝 、昌都 、那曲 、阿里

等地的全新格局 。纵向比较 ,虽然西藏旅游客源增

长较快 ,但与邻省四川 、云南相比则有较大差距 ,这

在深层次上透视出西藏经济的发展水平还不能适应

大规模旅游市场的形成 。

表 1:1980 ～ 1991年境外游客及收入

年份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境外

游客

人次 1059 2056 1580 1629 1576 14402 30000 43500 736 603 1104 16755

旅游收入

(万美元)
80 171 130 150 100 120 620 800 700 222 601 924

　　资料来源:西藏自治区旅游局

表 2:1992 ～ 2002年国内外旅游接待人数及收入对比表

年份 人次与收入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国外

游客

人次 50963 54409 65980 67814 75003 81800 96444 1082 149441 12744 42279

旅游收入

(万美元)
997 675 1045 1130 2955 3172 3302 3630 5226 4638 166

国内

游客

人次 110201 129853 132948 138784 250465 284810 290199 340323 458894 58968 725041

旅游收入

(人民币万元)
——— ——— ——— ——— ——— ——— 22234 25834 37053 55899

　　资料来源:西藏自治区旅游局

　　从西藏旅游业 20多年的发展历程分析 ,西藏旅

游行业体现了行业的共性 ,证实了旅游行业七大规

律在西藏旅游行业中的普遍适用。⑤首先 ,西藏旅游

目的的个性化主要体现为 ,从客源市场的角度分析 ,

到西藏旅游的游客其主要目的是领略西藏独特自然

景观和感受西藏民俗文化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为

了探险登山等。其次 ,西藏旅游消费的自由性体现

为 ,网络技术的发展 、交通业的相对改善 、信用卡的

应用和新景点的开发以及特种旅游项目的提供 ,给

旅游者以更多的选择和更为方便的条件 ,使旅游消

费的自由度大为增加 。第三 ,西藏旅游业发展与经

济发展阶段基本吻合的特点体现为 , 1991 ～ 2002

年 ,西藏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为 10.6%,同

一时期内西藏旅游业接待人数 、收入等各项指标年

平均增速都达到了 20%以上(详见表 3),基本上与

经济发展阶段相吻合。第四 ,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

拉动效应体现为 ,旅游业在满足旅游者需求的同时 ,

不断生产出巨大的中间需求 ,并通过其综合特点的

发挥 ,形成放大的投资乘数效应和需求拉动效应 ,从

而影响全社会 、覆盖全社会 ,对农牧区脱贫致富有着

极强的拉动作用。第五 ,旅游业对环境的敏感性 、涨

落较快特点体现为 ,1988年至 1991年之间 ,西藏旅

游业发展的统计数字表明 ,由于受到 1987 年拉萨

“骚乱”影响 , 1988 年进藏旅游人数下降了 19%,

1989年再下降 71%, 1990 年继续下降 20%,达到

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 ,但是到了 1991 年游客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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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了 1988 年 103255 人次的水平 , ⑦旅游得到很

快的回复 ,反弹较快 。第六 ,旅游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主要体现为 ,我区周边省市都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

业重点发展 ,国内旅游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西藏旅

游占有的市场份额本来就不大 ,国内各省市区质优

价廉的旅游产品对我区提出严峻的挑战 。第七 ,旅

游业发展需要高度的政府管治特点体现为 ,对旅游

业进行规制是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权益的重要

方面 。西藏旅游发展速度较快 ,因此 ,对旅游机构 、

旅游景点 、旅游经营者等方面要加大管理力度 。

在西藏旅游业发展中 ,旅游业七大规律的体现 ,

证实了西藏旅游业的整个行业中的共性 。

(二)西藏旅游业的个性分析

西藏旅游业除了具备整个旅游行业的以上七大

规律外 ,还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

一是发展势头较快 ,但政策性影响较强 。西藏

旅游业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得到快速发

展 ,年接待游客增长速度已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体

现出西藏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的特征 。但 20 多年

西藏旅游业发展统计数字表明:社会稳定 ,政策宽

松 ,旅游人次较多;社会不稳定 ,政策紧缩 ,旅游人次

就少。这一点从上面所述 1987 ～ 1991年国外旅游

人数的变化中容易看出来(参见表 2)。同样 ,实施

刺激旅游业发展的产业政策 ,对旅游业也有很强的

关联性。如 2000年国家开始实行“五·一” 、“十·一”

长假制度 ,这给来西藏旅游的游客提供了较为充裕

的时间 ,也满足了来西藏旅游花费时间较长的实际 ,

客源增幅明显(参见表 1 、2)。⑦二是国内游客增长速

度较快 ,推动效益明显 。虽然交通不便 ,旅游费用较

高 ,但是由于国内游客对西藏的向往 、国内经济的高

速发展 、人们收入的不断提高 、休闲时间的逐步增

多 ,使来西藏的国内游客不断增多。三是景点分散 ,

旅游成本较高。目前西藏仍然是全国唯一不通火车

的省份 ,尤其是到西藏的航线一直由国航西南代公

司独家经营 ,航线单一 、航班少 、准点率低 、服务差 、

机票价格居高不下 ,因此 ,有同样的可自由支配能力

的游客 ,选择澳大利亚 、日本等旅游目的地 ,在这种

情况下 ,要选择西藏为旅游目的地就是现实的困难。

四是旅游资源丰富 ,但生态脆弱。西藏旅游以自然

的原始性景观资源见长 ,但由于海拔高 、生态脆弱 ,

使在开发旅游资源时需要尽可能地避免很多国家和

地区承担的代价———资源浪费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

染 。因此 ,旅游开发初期投入就会很大 。而西藏经

济基础薄弱 ,必须依赖国家的投入与支援 。五是气

候严酷 ,季节性强 。西藏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 ,高

寒缺氧使很多游客都会有程度不同的高原反应 。但

在夏季 ,因受印度洋暖流的影响 ,林芝 、拉萨等地雨

量充足 ,动植物多样 ,氧气相对弃沛 ,因此 ,4 ～ 10月

份是西藏旅游的黄金季节。⑧但是 ,11月份至来年 3

月份 ,缺氧寒冷 ,来西藏旅游人员少。从表 3显示 ,

西藏年游客数量情况呈“椭圆”型 ,两头低 ,中间高 ,

这同西藏的气体条件密切相关。

　　表 3:2002年西藏旅游接待人数月度对比表 、旅客统计表

月度 1 ～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

合计

境外人数 3371 6882 259043 11586 9260 25093 29716 29576 2548 13327 142279

境内人数 62090 42960 247223 37988 60521 190526 44568 27798 1996 9371 725041

合　计 65461 49842 259043 49574 69781 215619 74284 57374 4544 21798 867320

　　旅游业理论与实践 、继承与发展 ,是相辅相成和

互为基础的 。根据共性与个性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

原理分析 ,一要讲继承 ,主要是指将全国旅游发展带

有共性 、普遍性的内容加以辩证地吸收 ,从而使新的

思想和实践同此前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有相承性。二

要讲发展 ,主要是讲个性。根据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实际和提出的新战略 ,产生新的体现个性和特殊性

的产业政策 ,与继承的共性内容重新组合 、架构 ,从

而形成一种新的旅游发展特质形态。把哲学的基本

原理结合到旅游业发展的实际中 ,那些带有共性和

普遍性的东西 ,就是旅游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讲发

展 ,则是在遵循行业整体一般性规律的基础上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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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那些与西藏旅游环境 、资源等实际条件相关联的

个性与特殊性的问题 。

二 、旅游业在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中成

为主导产业的可行性分析

在西藏旅游业个性与共性比较中 ,我们分析了

西藏旅游业的优势所在 ,并从实证数据和实践经验

中梳理提炼出西藏旅游业发展机遇 、优势及产业发

展条件等方面的因素 ,依据这些论理和推理 ,进一步

做好旅游业在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中成为主导产业

的可行性分析 ,是本文力求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西藏旅游业发展的机遇分析

西藏旅游业的发展 ,离不开整个旅游业大环境 。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 ,旅游业是发展最快 、前景最

好的新兴产业。据研究 ,旅游业完成每一次供给 ,直

接涉及十几个行业 ,间接涉及约 70个行业。旅游业

有较高的乘数效应 ,使围绕旅游业的行 、住 、食 、游 、

购 、娱六大要素并行勃发 ,直接扩大这些相关行业的

需求 ,提高相关行业的质量和服务水平 ,有一业兴而

百业旺的功能。据测算 ,我国旅游业每直接收入 1

元 ,相关行业的收入就增加 4.3 元。在中国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中 ,旅游业的成长速度非常快 ,现已成为

国民经济中一个醒目的新的增长点。2002 年全国

旅游总收入已相当于 GDP 的 6%;入境过夜旅游者

排名世界第 5;旅游外汇报收入列世界第 5。全国乃

至全球范围内旅游业的迅猛发展 ,为西藏旅游业的

发展创造了发展空间 ,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国家把旅游业确定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西

藏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重点发展。1998年 11月

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

年计划的建议》明确了发展旅游业作为产业结构调

整的支柱加以重点培养和部署 。全国各省市也在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中确立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离不开旅

游行业的参与和推动的思想。在这一大气候下 ,中

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了旅游业在西藏发展

中的战略地位 ,并强调指出:“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

加快发展旅游业” 。⑨2000 年 5 月 ,西藏自治区党委

五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已明确将旅游业列入自治

区六大特色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十五”计划纲要》

中确定了“力争把西藏建成国际精品旅游胜地”
⑩
的

目标。西藏旅游业经过 20多年的发展 ,已由过去的

理论优先提高到现在的实际优先发展地位 ,为旅游

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使西藏旅游环境

明显得到改善 。目前我国经济一枝独秀 ,本世纪前

10年国民经济仍将保持年均增长速度 7%左右 ,旅

游已成为与国内住房 、汽车一样的三大消费热点之

一 。近几年 ,国家将在基础设施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

护方面对西藏投入巨额资金 ,如青藏铁路开工建设 、

林芝支线机场建设 、退耕还林(草)工程和天然林保

护工程的实施 ,以及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

定的 171个援藏项目 ,将带来西藏基础设施条件的

巨大改善 ,为旅游业的加快发展创造条件 。尤其是

西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连续 10多年保持在 12%以

上的增长速度 ,国民经济增长的总体水平基本上能

够满足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要求 ,为旅游业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藏正在成为国内外旅游者的

热点旅游目的地 ,一个向往西藏的潜在客源市场正

在形成 。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将进一步加快西藏旅

游业的发展 。实施西部大开发将对西藏旅游业的发

展产生极其巨大的推动作用 ,形成西藏旅游业在新

世纪新发展的又一重大机遇。 11西部大开发要集中

力量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而这五个方面均是制约

西藏旅游发展的“瓶颈” ,比如 ,青藏铁路等基础设施

建设 ,将会使长期制约西藏旅游发展的交通环境得

到改善;切实搞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再造

秀美山川 ,将会使西藏自然环境得以改善 ,可以直接

惠及西藏旅游业发展;发展西部地区特色的优势产

业 ,将极大地推动各种资源投入旅游业 ,为旅游业加

快发展提供动力;大力发展西藏地区科技和教育 ,将

改善西藏旅游人才结构 ,提高整体素质 ,改善制约西

藏旅游业长远发展的关键环节;进一步扩大西部地

区对外开放 ,将为扩大客源市场 ,全面推动西藏旅游

产业的跨越式发展起到重大作用 。

(二)发展旅游业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拉动分

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

标 ,旅游业作为一项经济产业 ,对地区经济发展 、创

造社会就业机会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提高城乡居民

生活水平 、提高社会人力资源素质 、保护生态等方面

将产业巨大的综合拉动效益 ,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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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

发展旅游业 ,是维护西藏边防安全和保护生态

环境的需要 。西藏位于祖国西南边陲 ,面积 121 万

平方公里 ,约占全国国土面积八分之一 ,国境线长达

3842公里 ,是我国西南边疆的重要门户 ,战略地位

十分重要 。西藏又位于我国及南亚地区大江大河的

源头和全球环境变化“驱动器”的中心 ,生态屏障战

略地位举世关注 。但是由于西藏落后的经济基础和

恶劣的自然环境等因素 ,不仅经济发展水平低下 ,而

且经济结构极不合理 ,以传统农牧业支撑的人口增

长给本身脆弱的生同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 ,生态环

境退化和边境地区生产条件落后直接影响到地方经

济的发展 。旅游业以环境为主要资源 ,被誉为“无烟

工业” ,本质上与环境保护有着内在一致性 。此外 ,

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 、农业结构调整之

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解开这个矛奋之结的切入点

就在于发展旅游业。从长远来看 ,西藏旅游业的发

展 ,不仅将造福于西藏 267万人民 ,而且在对国家长

远的发展和维护人类生存环境等方面有着极其重大

的意义。

发展旅游业 , 是西藏经济发展的需要 。2002

年 ,全区 GDP161.42亿元 ,人均 GDP6093元 ,但主

要为投资拉动 ,且为国有经济投资;全区第一 、二 、三

产业结构为 24.6:20.4:55 ,表面上它们的结构较合

理 ,但本质上仍属于小规模 、低层次 、低水平的经济 ,

不但经济总量低 ,而且缺少有竞争力的工业产品和

企业支撑 ,特色产业的产出和贡献都不明显;全区财

政收入仅有 7.31亿元 ,财政支出为 137.84亿元 ,可

持续发展能力的“造血”机制还远未建立 。培育以旅

游业为首的支柱产业 、吸引社会投资 、增加农牧民收

入 ,成为西藏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点 。

发展旅游业 ,是西藏对外开放和社会稳定的需

要。2002年我国已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 ,但是

西藏却是开放范围最小的省区。到目前 ,全区仅有

10个县市及其沿线区域正式对外开放 ,开放面仅为

13.5%,对外开放步伐落后于全国 ,这与世界旅游家

庭化 、散客化 、自助化和全面开放的趋势及加入

WTO 的要求相背离 。与此同时 ,全区 266万人口

中 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牧区 ,农牧民人均纯收

入 1521元 ,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7762 元相差 5

倍。 12农牧区人口多 、经济收入低 、生产生活困难 ,已

成为西藏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 。发展旅游业必将对

区域开放程度提出更多要求 ,也将对农牧民增收带

来实际好处 。

(三)发展西藏旅游的自然人文资源个性优势分

析

青藏高原拥有雄伟壮丽的自然景观;生活在高

原环境中的各族人民创造了非此地莫属的灿烂文

化 ,造化了神奇独特的人文景观。历史所赋予的自

然遗产和文化遗产 ,正是西藏所独具的最引人注目

的极品旅游资源 ,集中表现为“四性” :一是丰富多样

性 。西藏纵跨多个纬度带 ,自然 、人文景观异彩纷

呈 ,堪称中国乃至世界的“旅游资源宝库” 。二是不

可替代性。其自然资源有被誉为“东方大峡谷”的雅

鲁藏布江大峡谷 、生命禁区的羌塘草原无人区 、地球

之颠的珠穆朗玛 ,以及相当部分的尚不为人知的极

地绝世风光 ,都是惟我独有的世界级的精品 、绝品资

源;其文化遗产既包括传统也包括当今文化变迁部

分 。三是原始神秘性。由于受人为破坏较少 ,目前

这些资源大都保留了未经雕饰的原始风貌 ,有“地球

上的最后一片净土”之称 ,给人以强烈的新奇感 ,符

合世界旅游求新 、求异 、求知 、求乐的需求和趋势 ,具

有强烈的吸引力。四是与我国东部的旅游资源和市

场有着双重互补性 ,若能得到较好的开发利用 ,必将

成为我国在新世纪建设世界旅游强国新的增长极。

正是西藏高原自然和人文的独特和别致 ,给西藏旅

游业的发展创造了先天的条件 ,积淀了丰富的基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西藏具备最为雄厚坚实 、最具魅

力的成为国际精品旅游胜地的所有自然和人文的潜

在条件 。统计表明从 1993年开始 ,来旅游的国内游

客络绎不绝 ,一直保持 31%的增长速度。近年来在

国内文化 、影视 、旅游等领域内掀起“西藏热” ,进一

步促使国内更多的人产生到西藏旅游的愿望 ,扩大

国内客源市场的潜在需求 ,当然 ,目前这些潜在的需

求还没有转化为实际的旅游客流 。

三 、实现西藏旅游业跨越式发展必须着

重解决的几个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藏旅游业的个性和特殊

性 ,有些是发展旅游业的优势 ,有些则是发展旅游业

的难点和制约“瓶颈”。因此 ,我们要借鉴国内旅游

强省的好做法和经验 ,按照“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 、企

业经营 、社会参与”的指导思想 ,坚持思路创新 、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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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管理创新 ,积极探索符合西藏实际的旅游发展

模式 ,着力解决制约西藏旅游发展的“瓶颈” ,真正使

旅游业在西藏率先实现跨越式发展 。

(一)提高认识 ,统一思想 ,更新观念

旅游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项基本内

容 ,旅游需求只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长 ,

只要人类存在 ,旅游的需求就不会消失。旅游需求

的增加会刺激和促进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 ,完全可

以成为带动西藏经济全面发展的龙头产业 。同时 ,

旅游业吸纳劳动就业的能力很强 ,比其他行业提供

更多的就业机会 , 给农牧区剩余劳动力提供出路 。

此外 ,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平

衡的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实现财富从发达地区

向不发达地区的转移 ,像西藏这样相对落后地区的

人们可以从旅游发展中直接受益。同时 ,加强外宣 、

外事 、文化 、新闻 、影视等部门对旅游业的宣传力度 ,

不断提高旅游宣传促销的影响力 、铺盖面和科技含

量。让全社会真正认识旅游业既可以富区也可以富

民 ,特别是在扶贫开发方面能发挥积极作用的特性 。

因此 ,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排除各种片

面 、消极思想的干扰 ,增强加快发展西藏旅游业的责

任感 、紧迫感 、使命感 ,树立机遇意识 、市场意识和竞

争意识 ,全面推动西藏旅游业迈上新的台阶。

(二)实施政府主导型战略 ,优化软硬环境 ,提升

整体实力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波特作了大量的国家竞争

力研究 ,认为国家在特定产业发展和企业竞争成功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指出:“政府政策的中心目的

是高度动员一个国家的资源(劳力和资本)并提高其

生产力水平” 。 13对于处于初级阶段的西藏旅游业 ,

要提高产业素质 ,增强其在国内外旅游市场上的竞

争力 ,需要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因此 ,必

须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 ,充分遵循市场规律的同时 ,

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从西藏的实际出发 ,政

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充分考虑西藏旅游业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

段的实现需要 ,制定旅游发展的产业政策。这是政

府引导 、促进旅游业加快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二是

科学编制旅游发展规划 ,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 。不

仅区域旅游发展规划要由政府来组织制定 ,具体景

区 、景点的开发规划政府也要充分参与进去 ,杜绝旅

游开发中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破坏旅游资源与生态环

境的犯罪行为。三是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目前

西藏旅游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 ,尤其需

要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应向资源富集 、品位高 、

潜力大的景区倾斜 。四是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旅游

产业的核心内容和服务方式决定了营造旅游人文环

境的极端重要性 。提高旅游产业从业人员素质 ,弥

补高层次导游 ,努力解决旅游规划 、旅游产品开发 、

经营管理人才不足的问题;要抓好就业培训和岗位

培训工作 ,提高道德 、文化和业务素质 ,做好服务工

作 。五是开展旅游教育培训工作 ,还要面向农牧民 ,

教育 、引导广大农牧民群众积极参与旅游服务业 ,增

强他们旅游脱贫 、旅游致富的意识 ,开创全社会共同

参与旅游业的良好局面 。

(三)发挥比较优势 ,调整结构 ,增强旅游业发展

能力

西藏旅游业仍处于初期的行业起步阶段 ,政府

既要起到主导作用 ,同时结合转变政府职能 ,要大力

发展多种行业性组织 ,加强社会化服务 、监督 、自律

的职能。适度调整相关旅游产业 ,发挥现有优势。

首先 ,要强化旅游交通建设 ,加强现有旅游交通的管

理 ,形成旅游交通与民用交通优势互补 ,发挥综合优

势 ,同时为林芝 、阿里支线机场和青藏铁路开通后的

西藏旅游业大开发 、大发展做好准备 。其次 ,积极探

索旅行社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道路 ,提高旅行社

的活力和服务质量 ,使经营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化

方向转变;通过资产运作 ,组建集旅游景区 、旅行社 、

宾馆饭店 、交通 、购物 、娱乐为一体的跨行业 、跨地

区 、跨所有制大型旅游企业 ,使旅行社从“小 、散 、弱”

向“龙头”式的集团化方向转变 ,从部门隶属式管理

体制向行业自律体制转变 ,使旅行社成为旅游产品

的主要供给者 ,塑西藏旅游整体形象的主要促进力

量 。第三 ,鼓励 、拓展饭店的综合能力 ,进一步倡导 、

普及饭店的星评制度 ,形成类型齐全 、功能完美 、档

次适宜的合理布局 。同时 ,要加强现有藏式旅馆的

管理力度 ,改善卫生 ,提高服务质量。第四 ,规范小

型旅游企业 ,让私营 、民营企业参与西藏旅游市场的

开发 ,使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向旅游市场建设。

发挥比较优势 ,构建多样化旅游产品格局。随

着 21世纪的到来 ,世界旅游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旅游需求呈现出新的特点 ,主要表现为人

们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旅游方式 ,对富有体验性的

探险旅游 、生态旅游 、民俗风情旅游等多种新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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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活动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因此 ,在旅游资源开

发中要注重突出个性特点 。第一 ,资源开发要突出

地方风格 。把“世界屋脊”作为西藏旅游产品开发的

主干 ,例如开发由珠穆朗玛峰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 、

纳木措等构成的自然风貌产品体系;开发由雍布拉

康 、藏王墓群等构成的西藏古文明产品体系;开发由

大昭寺 、哲蚌寺 、扎什伦布寺等组成的宗教文化产品

体系;开发由雪顿节 、赛马节 、舞蹈等组成的民俗文

化产品体系 ,等等 。第二 ,资源开发要赋予文化内

涵。事实上绝大多数人文景观都包含多种文化特

质 ,其关键在于给这些静态的景观赋予活的生命力

———文化内涵。例如当游客走进大昭寺的时候 ,看

见的不仅是“释迦牟尼”的佛像 ,而要让旅游者感受

到藏族人民对文成公主的无限崇敬和唐蕃友好相处

的历史事实 。通过对各地景观文化内涵的发掘 ,我

们可以用特定的文化线索将相关的点连接起来 ,描

绘出西藏旅游文化地图 ,然后经过必要的营销包装

后整体推出。第三 ,提高旅游产品档次 ,实现旅游产

品的多样化。注重开发能够高度浓缩藏民族人文精

神的旅游产品 ,提高旅游观光产品的档次和品位 ,加

强新型旅游产品的开发 ,结合其生产工艺特点 、产销

规格 ,促进旅游商品的多样化 、系列化 、规范化开发 ,

使西藏旅游业在不断发展中形成自己的特色 。第

四 ,要树立以精品取胜的思想 ,争创旅游产品精品 。

西藏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在国内外都是绝无仅有

的 ,极具特色。从根本上改变西藏旅游目前这种旅

游资源粗放式开发利用的状况 ,开发精品 、培育精

品 、树立知名品牌 ,从精品的角度大做宣传 ,切实从

质量 、规范 、品牌 、信誉方面夺得最大优势 ,赢得国内

外旅游市场的更大份额。

(四)保护与开发并举 ,确保资源永续利用 ,坚持

可持续发展原则

旅游业是一项对环境依赖性很高的产业 。特定

的自然条件造就了特定的旅游资源 ,西藏旅游资源

的珍贵就在于自然环境较少受到人为破坏。而西藏

总体生态环境又比较脆弱 ,因此 ,在开发的同时如何

保护当地自然环境和独特的人文环境 ,对于西藏旅

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必须

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和生态旅游的全局观念 ,一定

要有历史责任感 ,要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其他产业

的开发也必须充分考虑对旅游业的影响 ,走一条有

西藏特色的高效优质型可持续发展道路。首先 ,从

泛生态的意义和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出发 ,政府

在推进实现“21 世纪旅游业发展议程”中要结合西

藏实际 ,构建一套新型的绿色旅游体系。在全行业 、

全社会全面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其次 ,建设

能反映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的生态旅游示范工程 ,

是旅游与生态建设结合的突破口 。要以拉萨 、山南 、

日喀则 、林芝等主要旅游城市的文化建设与生态旅

游城市为起点 ,积极开展增加西藏的世界自然文化

遗产认证工作 ,结合小城镇建设和扶贫开发 ,建设一

批高品位的文化与生态旅游精品景点 ,树立可持续

旅游典范 ,使之成为西藏旅游业发展的亮点 。逐步

推出一批在国际市场上知名度较高 、市场竞争力较

强的生态旅游线路 。第三 ,西藏生态旅游开发与保

护要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要加大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通过的《西藏旅游管理条例》和自治区政府《关于

加强旅游景区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旅游政策法

规的宣传 、落实工作 ,提高旅游经营人员及游客的环

境意识。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和检查 ,确保西藏青

山绿水成为永续利用的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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