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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in Bazhou region of China, the paper adopts SWOT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ourism economy development in Bazhou region, the thesis proposes measures to 
develop tourism economy in Bazhou region driven by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uch as focusing on the planning and 
promotion of the image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designing distinctive tourism routes; strengthening the "Tourism +" strateg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novating the tourism investment system;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and other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in Bazhou reg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Bazhou tourism economy and brand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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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驱动下中国巴州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研究
徐蔼积

新疆科技学院工商管理系，中国·新疆 库尔勒 841000

摘　要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巴州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论文采用 SWOT 分析方法，在分析巴州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驱动下巴州地区发展旅游经济的措施，如注重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策划和宣传；设计有特色的旅游线路；
加强“旅游 +”战略，促进产业的融合发展；创新旅游投资体制；促进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措施，来促进巴州地区的旅
游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而提高巴州旅游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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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

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各国都围

绕“五通”的主要内容，本着“三共”的原则纷纷加入到“一

带一路”建设中来，在道路、桥梁、港口建设等方面进行了

务实而广泛的合作，有力地推动了沿线各国在经济、政治和

文化方面的互信交流。

“‘一带一路’，旅游先行”，“一带一路”具有天然

的旅游属性。近年来，全球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一带一路”

沿线的国家或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中国

学者田珺瑶（2017 年）在分析新疆旅游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

上，提出要发展自驾游和特色旅游产业，加强从业人员的培

训与引进等策略 [1]。杜志雄和宋瑞（2018 年）提出与“一带

一路”沿线城市共同打造 400 公里旅游圈，设计并推广当地

的旅游形象，以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为抓手，推动旅游目的

地形象全面提升 [2]。曹韵诗（2018 年）利用 SWOT 方法对巴

州旅游进行分析，提出巴州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如实现产业融合、做好旅游规划、引进投资资本、打造精品

景区和线路等对策 [3]。唐睿、冯学钢（2018 年）利用双重差

【基金项目】巴州科技局星火计划项目《物联网和云平台在

巴州乡村旅游中的应用与推广》（项目编号：2019020）；

巴州政研室项目《“一带一路”倡议驱动下巴州旅游经济发

展研究》（项目编号：201903）。

【作者简介】徐蔼积（1987-），女，中国甘肃白银人，讲师，

硕士研究生，从事旅游企业管理和旅游产业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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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检验，得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沿线地区入境旅游的

发展，旅游企业从业人员的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 [4]。马潇

（2018 年）在分析西北地区发展生态旅游优劣势的基础上，

从旅游产品，旅游市场和开拓思路、重视合作三个方面提出

了发展生态旅游的策略 [5]。

中国巴州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有

着非常丰富的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旅游业有着巨大的发展

潜力。目前，全球学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倡

议对沿线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等方面。但是“一

带一路”倡议对巴州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有何影响？采取哪

些措施来促进巴州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很少有学者在这方

面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所以论文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巴

州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并提出相应的

对策，以期更好地推动巴州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

2 中国巴州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据统计，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驱动下，来新疆

和巴州地区的全球游客的数量和旅游收入水平都有明显的增

长，2013 年至 2019 年新疆接待中国旅游人次及收入的具体

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2013 年至 2019 年新疆中国旅游人次及收入水平

年份
旅游人次

（万人）
同比增长率（%）旅游收入（亿元） 同比增长率（%）

2013 5048.86 673.24

2014 4802.52 -4.87 619.53 -7.98

2015 5929 23.46 985 58.99

2016 7901 33.26 1340 36.04

2017 10490.69 32.78 1751.6 30.72

2018 14762.3 40.72 2497 42.56

2019 21120.76 43.07 3593.5 43.91

来源：新疆旅游统计年鉴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 2013 年到 2019 年新疆中国旅游人

次和旅游收入总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尤其是 2018 年和

2019 年连续两年的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都超过了 40%，实现

了旅游接待人次和收入的双丰收。因为新疆地处于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核心区，而巴州又是重要的节点城市，所以自从“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新疆巴州接待全球的游客数量有了明

显的增加，旅游发展表现出了良好的态势，从而推动当地旅

游经济的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为巴州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带来优势

和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挑战和威胁，所以论文运用

SWOT 分析方法，从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四个方面分析

巴州旅游经济的发展现状，具体信息如图 1 所示。

图 1 巴州旅游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2.1 中国巴州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优势分析

2.1.1 社会稳定，民族团结

近年来，国家和政府采取了一些列的措施，这几年新疆

基本上实现了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迎

来了大量的全球游客。

2.1.2 旅游资源丰富

巴州拥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包括巴音布鲁克

草原、博斯腾湖、塔河胡杨林公园、罗布人村寨等，大量潜

在的旅游资源等待开发，已经开发的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

这些都为巴州旅游资源开发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巴

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都有内涵丰富且极具特

色的民族文化。

2.1.3 区位优势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被国家列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的核心区，巴州作为自治区连接东西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

已形成铁路、公路、航空等的综合性立体交通运输网络。

2.1.4 政策优势

从国家到自治区政府，再到巴州政府都非常重视旅游业

的发展，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来培育，专门多次召

开旅游发展促进会，提出旅游扶贫和旅游兴疆的战略，有力

地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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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巴州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劣势分析

2.2.1 旅游资源的季节性明显

巴州旅游资源大多数属于自然旅游资源，如胡杨林景区、

巴音布鲁克草原、博斯腾湖等旺季都集中在 5 月到 10 月。所

以旅游企业的经营活动也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旅游从业人

员也表现出一定的季节性失业。每年旺季的时候出现设施不

足，人满为患，影响旅游效果，而淡季的时候则出现了设施

的闲置，不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2.2 旅游管理手段相对比较落后

旅游管理手段相对比较落后，专业人才匮乏、宣传营销

的方式单一，信息化程度低，造成了供求不平衡、服务效率

低下、旅游从业人员的人工成本高、客户的服务满意度低等

问题，直接制约巴州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

2.2.3 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率低

由于受到资金、交通等方面的限制，已开发的旅游资源

的利用率低，大部分旅游资源还处于相对比较原始的状态，

有待进一步开发。

2.2.4 旅游基础设施有待完善

目前，虽然从客源地到库尔勒的交通比较便利，有民用

航空飞机、火车、汽车、高铁等，速度快、用时短。景区内

部有区间车、观光车、租用的自行车等也比较方便。但是从

中心城市到景区的道路并不是很通畅，交通工具也比较单一，

造成交通的拥堵，出现停车难等问题，再加上有些景区内部

久不修缮，并没有给游客带来心旷神怡、美不胜收的感觉。

2.3 中国巴州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机遇分析

2.3.1 交通枢纽中心的建立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旅游基

础设施的建设，如中巴经济走廊的建立，包括瓜达尔港口的

建设、库尔勒到格尔木的第二条出疆铁路的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核心区的建设等，使新疆成为进出口货物的中转地和

集散地，为全球来疆旅游的游客提供了交通之便，更多的资金、

人才、物流大量涌向新疆，为提升巴州地区旅游的综合功能

和实力创造了良好环境。

2.3.2 以节庆赛事促旅游

库尔勒每年都举办国际军演，以此为契机，大力宣传推

广军事旅游文化，吸引更多的军事爱好者前来参观学习，从

而实现以举办国际赛事带动文化旅游发展，进一步实现当地

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扩大巴州地区的旅游品牌知名度。

2.3.3 巴州特色旅游小镇的建立

游客可以利用闲暇时间体验美食、购物、娱乐等活动，

在丰富文化生活的同时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2.3.4 人才储备丰富

当地本科院校新疆科技学院旅游管理专业今年将迎来第

一届本科毕业生，这些学生融入到当地旅游企业当中，填补

当地旅游管理人员的队伍，为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

2.4 中国巴州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威胁分析

2.4.1 周边地区的竞争

周边地区同类旅游资源对巴州地区发展旅游经济带来巨

大的竞争威胁，如自然的草原风光、胡杨景区等在新疆的其

他地区也有，和巴音布鲁克草原类似的有伊犁州的唐布拉和

那拉提草原，而且这些草原的可进入性更好，周边的景点更多。

和塔河胡杨林景区类似的有喀什地区泽普金湖杨景区。

2.4.2 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巴州的旅游资源大部分处于生态脆弱区，气候比较干旱，

降水量少，植被稀疏，大部分地区都是沙漠和戈壁滩，尤其

是春秋两季，风沙大，自然环境恶劣，荒漠化等严重制约着

巴州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

2.4.3 容易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

容易受到像非典、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

尤其是疫情期间，各地区都取消跨省旅游，景区不允许接待

团体旅游，很难实现规模化的经营。如受疫情的影响，2020

年上半年中国旅游人数 11.68 亿人次，同比下降 62%，中国

旅游收入 0.64 万亿元，同比下降 77%。

3 中国巴州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3.1 注重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策划和宣传

加大宣传和营销的力度，以自然旅游资源为主，结合历

史文化旅游资源的特点，对旅游地进行形象设计，形成本地

特有的旅游品牌和形象。设计有特色的宣传口号、标志、吉

祥物等。利用各种网络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巴州地区旅

游的品牌形象，在“一带一路”倡议驱动下吸引更多的全球

游客。

3.2 设计精品旅游线路

根据旅游资源的特点，设计不同主题的旅游线路，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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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旅游文化、自然观光、健康疗养等旅游线路，打造特色旅

游景区和精品线路，提升巴州旅游竞争力。

3.3 加强“旅游 +”战略，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促进旅游业和农牧业、工业、互联网、文化等产业的融

合发展，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如在主

要的旅游线路上设立农产品销售站点，不仅方便游客，还可

以借助快递物流和电子商务将香梨等特产销往全国各地。

3.4 打通“最后一公里”，提高景区的可进入性

因为巴州地区旅游景点多且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距离比较

远，故可以考虑推出从库尔勒市到各个景区的直达飞机、高

铁等速度快的交通工具，加大中心城市和景区、景区和景区

之间的互联互通。

3.5 开发淡季旅游项目，促使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

开发一些淡季的旅游项目，促进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结合当地旅游资源的特点，开发一些既环保健康又能弥补淡

季的旅游产品，使“淡季不淡”，实现旅游资源的优势互补，

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3.6 利用先进的技术打造智慧旅游景区

利用物联网、云平台、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旅游景区的

智慧化程度，在旅游企业管理、旅游资源管理等方面打造智

慧旅游，实现智能订票、智能导游、智能解说和智能停车等

功能。

3.7 处理好竞合关系

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要一起合作，共

同打造旅游品牌；另一方面，在旅游产品销售中又存在着为

了争夺客源，相互竞争关系。所以，巴州地区要处理好这种

竞合关系，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充分发挥自

身的优势，更好地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3.8 创新旅游投资体制

目前巴州旅游项目的投资主要依赖于当地政府的投资，

“一带一路”实施以来，旅游企业面临着更加开放的投资环境，

融资渠道也更多，所以要加大旅游招商引资力度，不仅面向

中国融资，还可以吸引更多的全球资本和民间资本进入当地

旅游经济的循环体系中，从而推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4 结语

为了分析“一带一路”实施以来巴州地区旅游经济的

发展情况，更好地推动巴州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论文采用

SWOT 分析方法，在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巴州

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

措施，如注重旅游目的地的形象的策划和宣传；设计有特色

的旅游线路；加强“旅游 +”战略，促进旅游业和其他产业

的融合发展；促进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在道路、

桥梁等旅游基础设施、旅游产品开发、旅游企业管理等方面

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巴州地区旅游经济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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