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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9E_E7_9C_81_E9_c67_491491.htm 贵州省是我国风景资

源大省，目前，全省已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8处，省级风景名

胜区40处，市、县级风景名胜区5处，风景名区总面积达

到8932.17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5.1%，占全国风景名

胜区总面积的9.3%。风景名胜区对全省的环境保护、旅游发

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

省风景名胜区工作也出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贵州是西部贫

困省份，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各地纷纷选择以旅游业为

突破口，试图通过发展旅游业，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因此，

作为全省旅游业基础的风景名胜区便成为了焦点和热点。一

时间不仅风景名胜区的数量迅速增长，而且对风景名胜区的

基础设施投入和旅游开发强度也大大增强。由于准备不足，

研究不深，面对突如其来的机遇（西部大开发），一哄而上

，盲目发展的现象比较突出。背离市场需求，重复建设，粗

放管理，低层次开发，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而且还带来了

较严重的破坏问题，直接威胁到风景名胜区的生存发展。与

此同时，因为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全省风景区景区分

布一般比较分散，风景区与周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仅在空

间上存在着相互交叉、重叠的现象，而且在内在机制上也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风景名胜区与相关产业、相关部门的协

调工作十分密切，许多问题和矛盾在风景区内部是无法获得

解决的，比如风景资源保护问题就必须要从更大的范围，从

区域发展的角度来考虑。此外，对风景名胜区影响重大的管



理体制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生态环境建设问题等也需

要从全省的角度来协调。 因此，对全省风景名胜区进行统筹

安排，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显得十分紧迫与必要。大量的

矛盾问题表明，要确保贵州省风景名胜区健康有序的发展，

就必须要在省域层次对全省风景名胜区进行宏观性、政策性

的规划研究，即编制省域风景名胜区体系规划。 一、规划主

要内容 1.通过对省域风景名胜资源的全面调查和科学评价，

明确发展优势和局限，提出省域风景名胜区体系规划“全面

保护、重点发展、适度有序、文化促进、生态旅游”五大发

展战略。 2.在风景资源普查的基础上，提出新建28处风景名

胜区的规划名单，使到2020年全省风景名胜区总数达到88处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达到18处，风景名胜区占全省国土总

面积达到6.5-7.0%以上。 3.确立风景名胜区四级（世界级、国

家级、省级、市县级）、四类体系结构框架，并明确全省88

处风景名胜区的范围、等级、规模、主要功能和发展方向。

4.根据全省风景名胜区自然地理分布特征，省域城镇体系布

局和道路交通规划，以及区域旅游市场结构，确定风景名胜

区体系空间发展采取“点轴结构”模式，即：以重点旅游城

市和重点风景名胜区为发展核心和增长点，以交通干线（特

别是高速公路）为发展主轴，形成“一心二环四带，八大区

域十八重点”的全省风景名胜区空间结构网络。 5.借鉴国外

“国家公园分区管理”的经验，提出适合于贵州风景名胜区

特点的“整体型”和“分散型”风景名胜区保护、利用模式

。 6.协调风景名胜区与全省旅游业发展、省域城镇体系规划

、省域道路交通网络组织以及省域生态环境建设等相关规划

。 7.对全省风景名胜区管理体制、法规建设、景区经营等问



题提出政策咨询和措施建议。 二、创新与特色 本规划是我国

首次在省域层次完成的风景名胜区体系规划的探索和尝试。

规划以全面调查和客观评价省域风景名胜资源的优势和局限

为基础，以对全省风景名胜区存在问题的分析把握为主线，

强调规划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尽管规划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

的地方，但对于贵州这样一个风景资源大省，至少在以下几

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提出了适合贵州省情的风景名胜

区体系发展战略及对策。 2.明确了风景名胜区的建设时序和

建设重点，并选择适合于贵州特点的发展模式。 3.为省内各

有关职能部门共同保护风景名胜资源，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

供沟通平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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