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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推进“交通+旅游”融合发展思路的探索

 贵州 黔南 558000

【摘要】近年来,贵州交通运输与休闲旅游蓬勃发展,但由于交通运输业和旅游业长期各自发展,“交通+旅

游”融合发展机制和政策体系、景区公路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旅游产品数量和质量、国际旅游精品路线及

交旅融合产业带等发展缓慢,难以满足当前广大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旅游服务需求及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本文结合贵州省当前交通运输发展和旅游发展实际,开展“交通+旅游”融合发展思路研究,为解决当

前交通与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推进交通运输业和旅游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促进“交通+旅游”融合发

展等提供新思路。本文以贵州省为例,首先对贵州推进“交通+旅游”融合发展基础及优势进行了介绍,然
后对“交通+旅游”融合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接着提出了“交通+旅游”融合发展的思路,最后希望通过本

文的研究,对今后研究本课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交通+旅游”;融合发展;交通运输;旅游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进入新时代,交通

运输业加快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旅游业也加快转变

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战略、变革发展模式、演进发展

进程,逐步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旅游方

式也从传统的观光游向观光、休闲旅游并重转变,自
驾游、自由行等多元化、个性化的旅游方式正加快形

成。为迎接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满足游客多元化

的旅游服务需求,合力推进交通运输业和旅游业的

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实现交通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共赢发展成为当前的重点任务。

1 “交通+旅游”融合发展的基础及

优势
1.1 交通基础及优势

截至2018年底,贵州共建成高速公路6453公

里、高速铁路1262公里、高等级航道超过900公里,
高速公路总规模排全国第7位,综合密度排全国第1
位。贵州已实现了县县通高速公路、村村通沥青(水
泥)路、组组通硬化路及“一干十三支”民用机场目

标。贵州形成了以高铁、高速、民航为主的快速交通

网络,基本构建形成了“二小时”通达黔中经济圈、
“四小时”通达全省、“七小时”通达周边省会城市的

交通圈。加之普通国省道及农村路网布局更加完

善,贵州内陆开放水平、西南陆路交通枢纽地位进一

步提升,为全省推广全域旅游、构建快进慢游网络提

供了保障,为实施“交通+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

条件。

1.2 旅游业基础及优势
1.2.1旅游资源基础及优势

贵州自然风光秀丽、岩溶地貌奇特、生物多样性

难得、民族风情多姿、历史文化丰厚、红色文化浓郁

且气候宜人,全省共有6个5A级景区、8.2万余处

旅游资源单体,呈多样性、活态性、全域性等特征,组
合优势明显,便于整合开发,打造复合型旅游精品。
贵州旅游发展环境优越、产业规模猛增、带动效应强

劲,凭借“100个旅游景区”的建设,加快推进旅游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旅游项目数量和服务水平都得

到了极大的提升。2017年全省累计接待游客7.44
亿人次左右、旅游总收入达7116.81亿元左右,旅游

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从2006年的16.5%提升到

2017年的52%。

1.2.2旅游品牌优势

贵州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围绕实现全域旅

游目标,以“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为契机,建设和改

造了一批新老景区,着力促进旅游业转型发展,旅游

品牌特色突出,产品类型日益丰富。近年来,贵州省

旅游人次及旅游收入呈现“井喷”态势,10年间,旅游

人次增长了8倍、旅游收入增长了9倍。随着“山地

公园省·多彩贵州风”全域旅游品牌的持续推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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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旅游目的地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国际游客数量和

国际旅游收入进一步呈现快速增加态势。

1.3 经验基础及优势
近几年,贵州省旅游公路发展如火如荼,“茶海

旅游公路”、“赤水河谷旅游公路”等一批旅游公路项

目的建设,为全国旅游公路发展提供了新理念、新样

本。特别是被誉为“贵州第一、国内一流、世界知名”
的赤水河谷精品旅游公路全线建成,为全省旅游公

路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黔南州、铜仁市正结

合荔波喀斯特、铜仁梵净山等世界自然遗产地探索

“交通+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研究旅游公路标准,
探索打造交通与旅游融合产业经济。贵州也是国家

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全省正依托“大数据”发
展,加快大数据在交通、旅游等行业的运用,现已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 “交通+旅游”融合发展趋势分析

2.1 融合发展总体趋势
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兴起,广大游客自驾游、自

由行等多元化、个性化的旅游服务需求快速增长。
未来,以旅游公路、房车营地等旅游交通项目为依

托,进一步完善旅游交通设施、提升旅游交通品质及

安全水平、丰富旅游服务产品、建立旅游交通精品线

路、打造“交通+旅游”融合发展产业带;以大数据为

依托,强化旅游与交通数据整合、提高旅游交通信息

化水平、建立良好的“互联网+交通”旅游生态体系,
实现出门即服务,将成为推进“交通+旅游”融合发

展的主要趋势。

2.2 机制及政策发展趋势
交通运输业与旅游业分别属于不同的行业和管

理部门,建立完善的工作制度、出台有效的政策措

施,是推进两个行业融合发展的前提条件。推进“交
通+旅游”融合发展首先要在体制机制上实现突破,
打破行业及政策限制,建立地方政府及交通、旅游等

部门通力合作的制度。2017年,交通运输部等六部

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的

若干意见》表明开展“交通+旅游”融合发展试点,探
索建立相适应的建管养运合作制度是推进“交通+
旅游”融合发展的趋势。

2.3 规划及项目融合发展趋势
“交通+旅游”融合发展的关键在规划融合、抓

手则是项目融合。以“多规融合”为契机推进交通运

输与旅游统一规划,加强交通运输与旅游人力、物

力、财力统筹使用,推动旅游公路、桥旅观光园等项

目统一设计、统筹实施,既能避免资金浪费,又能推

进交通与旅游有效衔接,最大限度提高旅游交通服

务能力和效率,规划及项目融合是未来“交通+旅

游”融合的有效方法。

2.4 交旅融合模式发展趋势
交通运输与旅游要实现融合发展,必须要在发

展模式上实现创新。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在资金、管
理、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发挥旅游资源的市场

属性,将旅游资源与公路捆绑引入社会资本开发,形
成多方投入、社会融资的多元化模式,是未来推进

“交通+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3 “交通+旅游”融合发展思路研究
贵州“交通+旅游”融合发展应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原则、市场需求为导向、既有交通运输及

旅游资源为基础,突出贵州原生态自然风貌、民族风

情和文化积淀,加快打造“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
旅游品牌,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建设设施齐全、
功能完善、国际一流的交通旅游设施及旅游路线,大
力提升交通旅游服务能力和水平,创新出台交旅融

合政策,建立交旅融合发展体系,提升交通旅游信息

化程度,丰富交旅融合产品,打造交旅融合发展新业

态,全面带动贵州交通与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

3.1 创机制,创新建、管、养、运机制
打通政策壁垒,探索建立推进“交通+旅游”融

合发展领导小组,实现交通与旅游统一规划、统筹实

施、明确分工、落实责任、监督到位,探索成立社会化

管理机构。研究出台省市县三级财政支持政策,采
取安排一定财政预算资金,设立交旅融合项目建设

专项资金池,整合发改、扶贫、林业、住建等专项资金

等方式,支持
 

“交通+旅游”融合发展项目建设;统
筹旅游服务设施的属地管理和行业管理,提升建管

养运水平。最终形成多部门共同推动“交通+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机制。

3.2 连区域,构筑快进慢游网络
改变以贵阳为中心辐射的单一旅游交通模式,

以贵州旅游资源分布特征为基础,打造多元化、精品

化的国际旅游精品路线,丰富旅游路线。结合高速

铁路、高速公路、民用机场、普通国省道、旅游公路体

系,推动多层级公路与核心景区、多点旅游资源的有

效串联,形成主题突出、特性鲜明的旅游交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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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高速、高铁、民航快进,国省道连接,旅游公路慢

游的快进慢游网络。

3.3 提服务,融合推进服务提质
以大数据为基础,结合全省旅游资源分布、交通

运输现状及广大旅客个性化的旅游交通服务需求,
充分整合交通运输与旅游、气象、餐饮、住宿等服务

资源,大力提高信息程度,加快发展共享交通。增加

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旅游公路等交通项目的旅游

服务设施,提升道路交通的旅游服务功能,完善交通

运输车辆服务等内容,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旅游的

能力。

3.4 树品牌,创造精品旅游新产品
创新交通旅游产品,依托荔波喀斯特、铜仁梵净

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等建设旅游公路,打造一批交旅

融合精品旅游路线。以平罗高速平塘特大桥(世界

最高混凝土桥塔)、杭瑞国高北盘江大桥(世界最高

桥)等建设一批“桥旅融合”服务区或房车营地,推动

交通与旅融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面向自驾车旅客、
自由行旅客的交通旅游新产品,满足广大游客多元

化的旅游服务需求。

3.5 引资本,探索新型融资模式
充分利用旅游资源的市场属性,打通旅游资源

与交通资源的共建共享融资渠道,发挥市场化的融

资机制,探索“道路+景区”,“公路+景点”的开发模

式,将旅游资源与道路捆绑引入社会资本开发。逐

步培育交通、旅游综合性的开发企业,鼓励交旅投企

业打捆投资交通道路建设和景区建设,形成多方投

入、社会融资的多元化融资模式。

4 结语
本文首先从基础及优势方面对贵州“交通+旅

游”融合发展具备的基础及优势进行了介绍,然后对

“交通+旅游”融合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最后从创

新“交通+旅游”融合发展建管养运机制、构筑快进

慢游交通网络、推进服务提质增效、发展精品旅游新

产品、探索交旅融合融资新模式等几个方面提出了

贵州推进“交通+旅游”融合发展的思路。推进“交
通+旅游”融合发展是迎接正在兴起的大众旅游时

代,满足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旅游服务需求;打造

交旅融合发展新业态,建设交旅融合产业经济带,实
现交通运输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推进

“交通+旅游”融合发展首要任务要建立相应的工作

机制、深化行业合作、实现政策突破,关键是推进规

划融合、强化顶层设计,实施路径是开展项目试点示

范、探索融合道路、总结实践经验,最后形成一套可

在全国复制和推广的“交通+旅游”融合发展贵州模

式。最后,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对今后的专家学者

研究与“交通+旅游”融合发展相关的课题有一定的

借鉴与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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