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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旅游路线开发问题及对策研究 
陈婷婷  鲍彩莲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区域旅游研究中心  辽宁大连  116052） 

摘要：西藏自治区拥有非常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旅游产业成为西藏的支柱型产业，促进了西藏经济的

快速增长，但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西藏快速开发了很多条旅游路线，通过文献资料查阅和梳理，发现西藏有些旅游路线开发存在

一些问题，游客对当地事物的体验感和了解西藏各种异蕴风情文化内涵渠道有所欠缺，从而游客对西藏旅游好感度有所下降，本篇

文章对西藏旅游路线开发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旨在为西藏旅游路线开发问题提供建议，希望能对旅游路线

开发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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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藏旅游线路开发现状 

西藏是青藏高原核心区域，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拥有 5 座

海拔 8000 米以上的高峰，在这样得天独厚的地域上，西藏开发了

很多精品旅游路线,带动了西藏经济发展。如西藏登山大会旅游路线

累计接待外国登山团队 1679 支，创造经济收入逾 3.2 亿元；除此之

外，2021 年度“冬游西藏·共享地球第三极”活动实施以来，西藏

推出了林芝第十九届桃花旅游文化节旅游路线和红色旅游路线，据

旅游部门统计，2021 年一季度，全区接待国内外游客 171.00 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13.78 亿元。通过登山大会旅游路线、桃花节旅游路

线和红色旅游路线不仅带动了西藏的经济增长，而且让西藏走向了

世界的舞台中央，让更多的外国人通过西藏各种优质的旅游路线认

识了西藏。 

2014 年国家旅游局杜江提出把西藏打造成世界重要旅游目的

地旅游路线。西藏所处的青藏高原是全球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高

原，有“世界屋脊”之称，众多世界一流和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和

人文资源堪称世界精品，把西藏打造成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的旅游

路线，通过这条旅游路线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来旅游，带动西藏的

旅游经济发展。2020 年 10 月 15 日至 17 日，举办了第二届“西藏

旅游发展与旅游教育高端论坛”活动，论坛采用“腾讯会议”和“企

业线上直播平台”同步进行线上汇报交流和收看直播，累计人数达

到 66900 人，旨在把西藏打造成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进行献言建策。 

西藏目前开发了一些精品旅游路线，比如山地体育户外旅游路

线、文化底蕴深厚的民族节庆旅游路线、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等旅

游路线。其中山地旅游路线到目前为止连续举办了 16 界登山大会，

西藏登山大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很大。其次西藏民族节庆旅游路线

也深受游客的喜爱，民族文化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

如西藏民族节庆的雪顿节，2020 和 2021 年每年在雪顿节期间接待

的游客大约 350 万人次左右，在雪顿节期间收入旅游金额大约在 12

亿左右，西藏雪顿节拉动了西藏的经济增长。最后充满神秘色彩的

藏传佛教旅游路线也吸引了无数游客，2021 年西藏布达拉宫 1 月至

9 月接待海内外游客超过 3688 万人次。 

二、西藏旅游线路开发存在的问题 

（一）旅游路线开发体验性不足 

目前西藏开发的宗教旅游产品路线，仅仅是开发它外在的建

筑、壁画、佛像等旅游资源，在路线开发过程中没有注重开发游客

旅游路线体验度的活动，导致游客的体验度不足。现在西藏开发的

宗教旅游路线，很多游客去寺院旅游仅仅只是走马观花的游览、寺

庙里面开发的旅游活动项目游客都无法参与体验，游客仅仅只是参

观游览，并没有参与其中的活动，体验性不足。 

另外，西藏开发的民族节庆旅游路线目前处于粗放无序的初级

阶段，只是把藏族人民原始日常生活状态和民俗节庆状态简单的呈

现出来，在民族节庆路线开发时没有开发出让游客参与体验民族节

庆这一环节活动，都是当地人以表演的形式呈现给游客观看，游客

很少参与其中亲身体验，体验性不足。 

（二）缺乏高质量旅游开发人才 

目前西藏参与旅游线路设计开发人才比较少，层次构成方面不

太合理，同时具备既是旅游规划与开发相关专业毕业又具有高学历

的旅游线路规划与开发人才相对人数比较少。部分旅游线路设计开

发人才的学历不高，设计出的旅游线路和其它旅游线路都是大同小

异的。现有的开发人才当中，有部分旅游线路设计开发人才所学的

专业不是旅游规划与开发专业，不是从专门的院校毕业，他们没有

经过系统的旅游开发理论知识学习，缺乏旅游开发所必须具备的理

论知识基础和技能。 

另外，有大部分旅游线路设计开发人才虽然所学的专业是旅游

规划与开发相关专业，但他们缺乏相关旅游线路设计实战经验，参

与旅游路线设计的经验是相对较少，他们只是接受过旅游线路设计

开发理论知识学习，仅仅掌握表层知识，没有真正理解其内涵，使

其在旅游开发中不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因地制宜的开发出高质量

旅游路线，所掌握的旅游开发知识，达不到旅游开发高质量标准的

要求。 

（三）旅游路线开发保护力度不足 

一是旅游路线设计不适当的开发，现在西藏旅游路线开发的很

多景区修建大量的建筑，修建各种与自然、人文景观相矛盾的建筑

设施、娱乐设施，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地景观的和谐度，原生态旅

游景观遭到一定程度上的破环，在景区旅游路线设计时只是大量的

设计开发修建各种建筑，但没有设计出对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保

护措施方案。 

二是缺乏对景区环境保护管理的保护准则。如缺少设计对来旅

游的游客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方案；在景区旅游路线设计

时，没有设计对游客产生的垃圾及时处理方案，污染环境，再加上

西藏高原特殊气候环境垃圾难以分解，破环了生态环境的平衡。 

三是对旅游环境保护设施配套不足。一些旅游路线在急于开发

的前提下，对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配套不够完善，导致产生的垃圾

和污水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对景区附近的水体和生态环境造成一定

的污染。 

（四）文化内涵开发不够深入 

西藏开发售卖藏族民族服装和配饰旅游路线，只是将独具特色

的藏族服装和配饰放在市场上售卖，在开发的民族服装和配饰旅游

路线上，没有去挖掘赋予在藏族服装和配饰物品身上的文化内涵，

更别说向游客介绍服装文化内涵了。 

其次，西藏每年都会开展很多民俗节庆活动旅游路线，但没有

去深入挖掘这些节日的文化内涵，这些节日都是民族文化的象征，

也没有向游客介绍这些节日文化的独特之处。 

最后，西藏有很多民族风俗的禁忌，在旅游路线开发设计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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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设计挖掘西藏风俗禁忌的内容，因此游客在旅游中的一些无心举

止行为会触犯藏族人们的风俗习惯，从而会给藏族人们带来生活上

的一些困扰和影响。 

三、西藏旅游线路开发对策 

（一） 注重旅游路线的体验度开发 

首先，针对西藏宗教旅游路线的体验度开发，可以组织游客去

体验转经筒和印刷经文。在旅游路线开发时设计安排专职工作人员

去引导游客体验转经筒和印刷经文活动项目，并向游客讲解不同活

动的规则，另外，还可以安排时间充足的游客在寺庙里面跟着僧人

颂读佛经等活动，从而可以提高游客的体验度。 

其次，针对西藏民俗旅游路线的体验度开发，让制作民俗物品

的本地人或者民俗物品售卖店制作人员邀请游客一起体验当地的

民俗，让游客参与进来，也可以让游客自己学会简单的制作方法后，

自己独立制作一份物品，这样不仅可以让游客提高体验感，还可以

在自己独立制作中找到成就感。 

最后，针对西藏民族节庆旅游路线的体验度开发，设置特定的

场所让游客进行参与体验。如西藏每年的风筝节可以设置专门的场

所，用来聘请专业风筝制作人员在特定的场所教游客制作简单的风

筝，让游客参与制作风筝，游客用自己制作的风筝去放，会显得比

较有意义，同时游客的体验感也得到提升。 

（二） 注重高质量旅游开发人才的培养和招聘 

针对旅游开发人才的培养，第一，加强校企合作培养。企业和

高校合作，成立相关的培训基地，把开发人才送到学校进行培养，

让学校高学历且在该行业工作过的旅游规划老师进行授课培养。第

二，聘请专家和有开发经历丰富的人到企业内部进行短暂培训。专

家对该行业有一定的认识和深造，可以把相关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

传授给开发人才；开发经历丰富的人则可以把在开发经历中所遇到

的独特旅游路线所运用到的独特技巧、知识、新颖的开发思路分享

给开发人才，这样培训开发人才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同时都可以学

习到。第三，把开发人员送到行业优秀的企业去培训。学习优秀企

业一些好的的开发路线理念和方法，同时还可以开阔自己的眼见，

让理论和实践结合让开发人才培训更受益。 

针对旅游开发人才的招聘，第一，学历要求提高。招聘条件最

低学历为本科以上，招聘的开发人才学历越高越好，对这方面的深

造和见解就越厉害，更能开发出高质量的旅游路线，同时带来的经

济收益也越好。第二，招聘的专业须是旅游路线开发相关专业。只

有是旅游路线开发相关的专业才能对旅游开发的知识了解的比较

多，因为是本专业的人实习经历也比较多，对工作有很大帮助，不

至于招聘进企业来对开发路线工作感到陌生。第三，开出高薪工资

和优惠福利吸引人才。对于不同层次的人才提供不同的薪水和优惠

福利，优惠福利对于顶尖的人才可以有解决配偶的工作，但是需要

达到相关学历的要求，提供住房等优惠福利。第四，招聘一部分国

外优秀的旅游开发人才，国内、国外优秀开发人才一起工作，引进

新颖、独特的旅游路线开发思想，进行文化上的融合开发出更高质

量的旅游路线。 

（三）加大旅游路线开发的保护力度 

第一要合理的规划。在旅游路线设计时要请专业的规划人员进

行旅游景点建设的规划，不能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失去西藏原有独

特的自然资源地方风貌大量的修建建筑，对于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

文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应该在保留原有藏族地方特色风貌的基础

上进行建筑改造和修建，从而打造更好的旅游景点，用独特的自然

资源和人文资源进行营销宣传，从而可以更好的吸引游客来旅游。 

第二制定环境管理保护准则。在旅游路线开发时，设计景区每

天产生的垃圾要及时处理的流程方案，安排足够的环保人员每天及

时处理垃圾，并派人员每天在景区巡查。同时寻找相关的环境保护

不乱丢垃圾的宣讲视频在景点的公示屏大屏幕进行宣传播放，在视

频播放结尾处写上如果不听劝告，大量乱丢垃圾会进行相应的罚款

或者打扫卫生等惩罚。另外，在游客购买门票时可以发放一些小卡

通片或者扇子，上面写上如果不保护环境出现的后果将会对人类造

成那些伤害的内容，只有人们意识到这个重要性才会自觉的保护环

境不乱丢垃圾。 

第三环境保护设施配套必须符合要求。经商人想要在开发的旅

游路线上经商，旅游环境保护设施配套必须要符合要求，监管部门

在审核时必须严查，对于不符合要求的监管部门坚决不批准开办店

铺。同时相关的环境和卫生保护部门经常派遣专门的巡查人员到开

发的旅游景点线路上去巡查各大店铺的环境保护设施设备，如果存

在经商者违规行为达不到环境保护的标准，对经商者的商铺进行整

顿和罚款。 

（四）注重深入开发文化内涵 

第一，针对西藏民族服装和配饰旅游路线，通过办展览馆提高

文化内涵。在西藏各大旅游城市或者景点举办服装配饰展览馆，展

览馆里面通过各种新媒体媒介展示服装配饰的文化内涵，如西藏不

同服装文化内涵通过人的讲解拍成视频然后在展览馆的大屏幕播

放，同时在展览馆里面还可以用展示牌进行展览，展览牌上面配上

相关服装图片和文字简介、互动投影和虚拟现实等媒体进行展示，

从而提高服装文化内涵。 

第二，对于民俗节庆活动旅游路线，设计制作各种景区特制纪

念品和展示牌来开发民俗节庆活动的文化内涵，把西藏特有的民俗

节庆活动相关文化设计出特定的文化符号，把文化符号融入到各种

纪念品中，并配上相关文字的解释提高文化内涵；另外在西藏举办

民族节庆活动现场通过展示牌展览相关的文化内涵，加强景区整体

区域及周围区域的合作，加深民族节庆文化知识的深入宣传。 

第三，针对西藏民族风俗的禁忌，通过特定风俗禁忌报纸、杂

志和视频宣讲开发文化内涵。把西藏的民族风俗禁忌撰写成简短的

文章，然后出版一期特定的风俗禁忌报纸和杂志，在配上相关的图

片，在各大旅游景点设置专门放置报纸和杂志的地方，让游客可免

费的取来阅读，如果游客要带走则需要付相应的费用。其次，把西

藏民族风俗的禁忌文化请有影响力的人员录制成视频，在相关的旅

游景点用大屏幕进行播放宣传。最后，把西藏民族风俗的禁忌文化

融入一些小礼品中，把相关的风俗禁忌写在一些独特的工艺品上和

小扇子上，让游客参与相关活动，作为胜利者的奖励免费把这些工

艺品和小扇子送给游客从而可以开发文化内涵。 

综上所述，旅游路线开发中存在的问题若得到解决，游客对西

藏的旅游体验好感增加，通过好的旅游路线大大的促进了西藏的经

济发展，同时西藏各种事物的文化内涵被深入开发和相关历史文化

得以传承，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会更好的吸引游客来体验异蕴风情，

从而可以帮助西藏的旅游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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