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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针对立项课题
,

认真思考凉 山乡村旅游产业化研究的思路
,

在明确研究意义的基础上
,

梳理研究的 目的
、

视

角
、

方法和途径
,

更进一步探讨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在研究中的重要观点
,

以期对科研的开展提供正确 的方向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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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乡村旅游资源富集
,

对其合理开发
,

实现

乡村旅游产业化
,

是实施彝家新寨建设的重要内容

和重要形式
,

是进行民族地区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重要渠道
,

对其进行研究对于推动民族地区

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

一
、

研究的意义

(一 )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对推动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意义重大

发展乡村旅游是推动我 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

途径之一
,

深人调研我 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理论

并进行实践性的探索
,

对发展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和

巩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

凉

山
,

是一个资源富集
、

山清水秀
、

人杰地灵
、

魅力无

穷的地方
。

改革开放以来
,

凉山的经济
、

社会
、

文化

等均取得了跨越式的重大发展
,

城镇建设越来越现

代化
,

乡村建设越来越美
,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

这些都是贯彻党的各项政策统

筹发展的可喜成果
。

但是
,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

特殊历史进程等原因
,

凉山的广大农村
,

尤其是高

山地区和二半山区以上 的农村
,

还必须加大建设力

度
,

加快建设的速度
,

才能使凉山这块土地焕发新

的生机和活力
,

又好又快地发展
。

依据凉山资源优

势
,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是推动凉山跨越式发展的可

行之策
。

(二 )乡村旅游产业化道路是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

必经之路

凉山地区
,

特别是彝区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且异

彩纷呈
,

但是
,

虽然有很多乡村旅游资源虽然存在
,

但并未及时恰当地得到适度开发
,

加上过去历史遗

留的一些复杂原 因
,

是的很多的资源仍然
“

养在深

闺人未识
” 。

随着国际国内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
,

我 国研究乡村旅游的成果不断涌现
。

目前
,

凉山的

乡村旅游
,

正逐步走上 了规模化
、

正规化的道路
,

但

是
,

产业化程度低
,

产业结构仍需合理规划
,

才会使

这些
“

金娃娃
”

不至于在凉山的各个村寨睡觉
,

对其

合理开发
,

对于改善彝区经济
,

促进彝区社会进步

有着重要的意义
。

(三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民族地区协调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凉山表现为美丽

富饶文明和谐新凉山的建设
,

其中实施彝家新寨建

设
,

是具有凉山地区特色的新农村建设实践方式
,

是贯彻实施
“

十二五
”

规划中所部署的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战略任务的重要举措
,

是四川省委
、

省政

府为支持彝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
、

改善彝族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
、

提升贫困地区发展能

力
,

综合扶贫开发的重要内容
,

也是大小凉山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
。

彝区经济发展
,

不仅

仅要实现城区的增长极效应
,

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增

长极的辐射效应
。

凉山乡村的发展
,

是实现地区和

谐
、

稳定
、

发展的重大问题
,

也是政府各级部门长期

大力推动的重要工作之一
。

二
、

研究的目的
、

视角
、

方法和途径

(一 )研究 目的

该研究将通过系统研究
,

摸清凉山乡村各类旅

游资源 的家底
,

找出特色旅游资源
,

为决策者提供

第一手资料 ;运用专门的和专业的方法分析各类乡

村旅游资源享赋
、

开发现状
,

提出有着较强的指导

性
、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对策
,

并进一步对凉

山乡村旅游资源 的总体科学开发进行实证研究
,

一

步步推进
,

实现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是非常必要的

和紧迫的
。

不断的有效合理挖掘利用赋存资源
,

大

小凉山彝区经济
、

社会
、

文化等各项事业一定会翻

开新的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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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视角

该研究将以推动凉山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为主要 目的
,

通过实现凉山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与乡村旅游资源发掘
、

保护
、

传承相结合的过

程中实现产业化之途径进行探讨
,

以期促进民族地

区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文化建设共同发展
,

相互促

进
,

以致推动凉山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可持

续发展
,

促进凉山跨越式发展作为研究视角
。

(三 )研究方法

1
.

文献研究法
。

研究将通过文献研究法
,

从现

有的大量的研究成果中检索出能够成为该研究的

基础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
,

进行学习
、

借鉴
、

质疑和

思考
。

2
.

田野调查法
。

虽然民族地区有着富集的乡村

旅游资源
,

但是
,

各个单体资源的可开发性并不一

致
,

如何才能发挥资源的效益
,

需要进行深人的调

研
。

研究将大量运用田野调查法的进行实地调研
,

取得第一手的真实材料
。

3
.

案例研究法
。

在乡村旅游的开发中
,

大量的

案例现实存在
,

对其适当研究
,

将对现代的乡村旅

游资源开发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

比如
,

在过去的

发展中
,

有部分资源已经得到合理开发
,

带动了个

别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

但是
,

有些地区虽然有丰

富的资源
,

却未能及时有效开发
。

4
.

定量分析法
。

科学的分析需要数据的支撑
,

对研究进行定量分析
,

可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针

对性
。

对凉山乡村旅游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可以

更加准确的认识资源开发的力度和效果
。

5
.

定性分析法
。

对于定量分析得到的数据结果

将广泛运用归纳和演绎
、

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

括等方法进行定性分析
,

对归集到的材料进行思维

加工
,

从而去粗取精
、

去伪存真
、

由此及彼
、

由表及

里
,

达到认识事物本质
、

揭示内在规律
。

(四 )研究途径

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邓小平理论以及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
,

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二五

规划所部署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
。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

把民族社会学
、

文

化学
、

历史学
、

生态学
、

产业经济学
、

区域经济学
、

比

较经济学
、

宗教学理论
、

旅游学和凉山新农村建设

中的乡村旅游产业化的现实相结合 ;通过文献检索

和 阅读
、

田野调查
、

案例研究和 比较方法等进行实

证分析
,

进一步找到实现凉山新农村建设和实现凉

山跨越式发展的更优途径
,

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

一些可借鉴和学习的模式 ;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

统
,

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文化的大发展和进一步提

高人文素质提供一些理论模型 ; 同时
,

希望能对当

地政府制定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及凉山地区
,

特别

是彝区群众勤劳致富
,

科技致富提供重要参考
。

三
、

研究的主要内容
1

.

凉山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旅

游
。

发展乡村旅游是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

内容
。

凉山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有区别于其

他地区的要求
,

其模式建设应有 自己的地域特色
、

民族文化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
。

.2 彝家新寨建设
。

彝家新寨建设是凉山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形式
,

对其规划与目

标
、

建设成就
、

存在问题
、

前景展望等进行研究是大

力推动凉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

3
.

盘点凉山地区的乡村旅游资源
。

推进凉山乡

村旅游产业化
,

首先要摸清家底
。

本研究将对照国

家标准的《旅游资源分类表 》对凉山乡村旅游资源

进行逐类调研
,

做到对资源储备和拥有量心中有

数
。

4
.

凉山乡村旅游资源的享赋分析
。

各个单体资

源结构不一致
,

充分了解其享赋结构
,

分析各个享

赋结构的丰欠状况
,

是挖掘潜力
,

合理有针对性开

发的前提
。

5
.

查找凉山特色乡村旅游资源
。

任何资源开发

都应详略得当
。

在现在旅游资源普遍开发设计的

市场中
,

面对凉山众多的乡村旅游资源
,

必须要能

够对优势特色旅游资源进行开发
,

才能吸引游客
,

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

6
.

凉山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经济学分析
。

凉山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是否能成为凉山经济发展新的

经济增长点
,

必须要充分了解市场的供求状况
、

价

格状况
、

价值状况
、

利用率状况
、

效益状况等
,

用经

济数据的方式来说明开发的前景
、

困难和开发的突

破点
。

7
.

凉山乡村旅游资源的产业化程度分析
。

调研

中要分析凉山乡村旅游的产业化程度
,

包括产业结

构
、

产业布局
、

企业类型
、

龙头企业
、

市场结构
、

市场

定位等
,

把凉山乡村旅游资源 的开发进行精准的产

业化定位
。

8
.

凉山乡村旅游资源的产业化实践
。

在前期的

综合分析中
,

判断并提出凉山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产

业化的道路
,

包括对产业结构
、

产业路径
、

产业实践

等论证
,

以期为彝区经济建设服务
。

四
、

研究中的重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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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凉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特别是彝家新寨

建设已经取得良好的阶段性成果
,

但巩固和发展这

一成果任重道远
,

必须有新的
、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点
,

发展生产才能真正实现彝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提高而持久
,

才能真正实现凉山的跨越式发展
。

2
.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

撑
。

凉山乡村旅游资源独具特色
,

内涵丰富
,

多姿

多彩
,

是彝区的宝贵资源
,

有极大的开发潜力
,

打造

新形式的产业
,

形成新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
,

是

克服地理不利因素
,

实现凉山跨越发展的重要途径

之一
。

3
.

发掘乡村旅游资源等方面内涵
,

渗透贯穿
,

总

结成就
,

弘扬优秀传统
,

寻找 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

的更佳途径
,

以利又好又快地实现民族地区跨越式

发展
。

乡村旅游
、

农产品加工
、

养殖种植
、

工艺制

作
、

文体表演之中
,

使彝家新寨的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处处生机
,

农产品和工艺品样样特色
,

获得较

好较大的市场份额而成为具有地域特色又经久不

衰的经济增长点
。

4
.

凉山既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

又是多民

族杂居区
,

彝汉藏各族团结友好历史悠久
,

各族经

济文化交流是共同发展的动力
。

在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
,

特别是彝家新寨建设中发展民族文化产业

以保持彝族传统文化
,

体现彝族特色为主
,

同时也

要继承发扬各族互帮互学传统
,

发展经济和文化产

业
,

以求更好适应现代市场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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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i n d i e a te t h e g e n e r a l id e a o f e o n s e r v a t i o n a n d u t i l i
z a t i o n o f e u l tu r a l h e ir t a g e s i te s i n B e n gb u

r e g i o n a n d t h e s p e e i if e p a t h s b a s e d o n if e ld r e s e a r e h
, a s r e介er n e e fo r p or t e e t i o n a n d u t i l i

z a *i o n fo r e u l* u r e er s o u cr e s

o f r u i n s o f o th e r s im i la r a r e a s
.

K e y w o rd s : r u i n s : e u l *u er h e ir *a g e : p r o *e e *i o n : u *i l i
z a *i o n : B e n gb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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