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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

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是非常重要的节点。它作为祖

国的北大门，横跨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国境

线长达 4221 公里，与蒙古国、俄罗斯均有接壤。草

原丝路是古丝绸之路经济带之一，它东端的中心地

就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连接古代亚欧大陆的重要通道。曾经对东西

方之间的商务贸易、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深入

挖掘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功能与作用，对提升内

蒙古自治区的经济建设必将产生积极作用。

内蒙古要发展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可凭借

其丰富的地域资源与文化、良好的区位优势，重点

铸造“草原丝绸之路”旅游带，完善旅游设施和服

务，优化公共服务、推进产业融合。

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及全国奋力推进以全域旅游

引领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大背景，加之内蒙古地区草

原丝路途经点大部分位于相对偏远的乡镇农村，为

我区推进全域旅游提供良好契机。通过草原丝路途

经点文物资源及遗址的开发维护，大力发展乡村、

休闲、全域文化旅游，打造“优势产业”，助推人民

群众消费升级及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缩小我区城乡

二元贫富差距。

一、内蒙古地区旅游产业及乡村旅游产
业发展现状

深厚的草原文化底蕴、博大精深的蒙古文化、

美丽的自然风光与淳朴浓郁的民族风情相结合，为

内蒙古旅游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自 2010 年至 2017

年，内蒙古地区旅游业发展总体趋势向好，但问题

依然存在。

一是基于草原丝路文物资源的内蒙古乡村旅游

产业初始状态为替代品较多，消费者需求弹性也较

大 ；供给少之又少，且缺乏弹性。这就导致均衡价

格较高，均衡产量较少。从旅游业要素的布局情况

看，目前内蒙古地区旅游要素仍主要集中在自治区

东、南边缘沿中心城市（主要是盟市级别城市）地

带，具有明显的沿中心城市地带发展特点。这就

造成了目前内蒙古地区旅游业发展的不协调性与矛

盾性，即 ：东南地区与西北地区旅游开发的不协调

性 ；城市旅游业发展与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差异性 ；

草原旅游品牌的打造与旅游业态体系非草原集中区

域（包括旅游服务业态）的矛盾性。二是监管力度

欠缺。旅游过程强买强卖现象依旧屡见不鲜 ；导游

基本素养、专业素质仍被诟病 ；景区基础设施仍需

完善 ；游客安全仍需进一步加强 ；服务水平仍需进

一步提升 ；以人为本的观念仍需夯实。三是与城市

相比，农村地区在社会治理、生态保护及产业发展

等方面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第三产业发展相对

落后，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龙头行业旅游业的发展也

不尽如人意，这些都成为限制地区经济发展的短板。

旅游作为资源损耗低、带动强度大、综合效益

党福玲

摘  要 ：“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作为“草原丝路”途径省区的内蒙古也应顺势

而为，探寻发展契机。本文着眼于“草原丝路”文物资源的保护及开发利用与乡村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通

过对“草原丝路”在内蒙古地区途径区域分布及现状调查后，使用产业供求分析方法，重点对基于“草原丝路”

文物资源的内蒙古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促进基于“草原丝路”文物资源的内蒙古地区乡村旅

游产业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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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草原丝路”文物资源的内蒙古乡村
旅游产业开发因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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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综合产业，已成为优化区域布局、促进农村经

济发展的新增长点。通过发展全域旅游，发展乡村

旅游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可实现城市文明和农村文

明的直接相融。内蒙古地区经济要发展，提升农村

地区经济水平成为重点。

二、内蒙古地区“草原丝路”古遗址空

间分布调查

从区域分布上看，内蒙古地区“草原丝绸之路”

可分为西部段和东部段两部分。西部段以呼和浩

特市、乌兰察布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为重要支

点，向西经宁夏市、青海市与新疆丝绸之路相连 ；

东部段由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市等重要节点

城市为依托，连接着俄罗斯、蒙古国，是通往欧洲

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草原丝路沿线经过的内蒙古地区主要古代城市

有：辽上京 ( 今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位于赤峰市

巴林左旗林东镇南郊 )、元上都 ( 今正蓝旗元上都

遗址，位于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北 20 公里处

的闪电河北岸 )、集宁路 ( 今集宁路古城遗址，位于

集宁市察哈尔右翼前旗八音塔拉镇土城子村 )、丰州

( 今呼和浩特白塔子古城，位于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

村 )、浄州路 ( 今四子王旗净州路古城，位于乌兰察

布市四子王旗乌兰花镇西北 25 公里城卜子村 )、单

于大都护府 ( 故址在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位

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村北 ) 等地。

三、基于“草原丝路”文物资源的内蒙
古地区旅游产业开发因素分析

作为产业分析的主要方法，供求分析方法通过

对影响供求因素的分析，探索市场背后供给与需求

两大相对力量的基本状况。而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结

构的决定因素，市场结构决定市场绩效，市场绩效

又是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及企业或个人制定是否经营

与投资的决策依据。所以，在基于“草原丝路”文

物资源的内蒙古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研究中，本文从

供求分析法入手，通过影响产业供求因素的分析，

探索基于“草原丝路”文物资源的内蒙古地区旅游

产业背后供给与需求两大相对力量的状况，预测产

业市场结构及预期效益，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及企

业或个人制定投资或经营决策提供理论基础，预期

产业未来发展趋势（见表 1）。

（一）需求因素分析

基于“草原丝路”文物资源的内蒙古地区旅游

产业需求状况分析，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宏

观基础环境，采用 PEST 经典分析方法（如表 2）。

二是从微观个体视角分析 ：游客个体收入水平逐年

提高 ；旅游意识上升，偏好增强 ；乡村旅游产品相

对其他相关产品价格低廉 ；消费者预期未来乡村旅

表 1  供求分析框架表

层级 指标 产业供给

市场结构

政府

产业需求

市场绩效
企业和个人

政策制定 经营与投资决策制定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因素

市场

决策

资源状况 / 技术水平 /
产业结构状况 / 国际供
给 / 替代产业 / 政策因
素⋯⋯

宏观基础环境 ：产业发展阶
段 / 人口结构 / 政策因素⋯⋯
微观个体视角 ：收入状况 /
消费者偏好 / 相关商品价格 /
消费者预期⋯⋯

表 2  宏观环境分析表

政治环境 经济环境

技术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

1、国家政局稳定 ； 
2、提出“旅游 +”，“文化                 
      旅游”理念 ； 
3、国家旅游局发布《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导
      则》、《旅游民宿基本要
      求与评价》行业标准、
      《关于规范旅行社经营
     行为维护游客合法权益
      的通知》等文件。 

1、GDP 总量、居民可支配收入均呈      
      逐年上升趋势，2017 年 GDP总量
      超80万亿，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
      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不断增加, 经济
      发展态势良好 ； 
2、产业结构已呈现出“三二一”结
      构，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 中的
      占比不断提高，第一产业增加值
      在 GDP 中的占比不断降低，产业
      结构在不断的优化升级。 

1、互联网的发展，提供  
      了更多的新产品与服  
      务。如互联网依靠其  
      交互性、共享性等特  
       点为客户提供个性化
       服务 ；
2、新媒体拓宽了乡村旅 
      游的宣传渠道，为游
      客出行提供了便利。 

1、截至 2017 年末，16 周岁以上人
      口占比为 82.2% ；
      城镇人口比例不断增加，占比增    
      至 58.52%；居民身高、体重均有  
      所增长 ；营养状况有所改善 ； 
2、与 2000 年相比，每十万人中具   
      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3611 人上    
      升至 8930 人，文盲率由 6.72%
      降至 4.08%，导致消费观念有所
      改变，对休闲的态度有所改变 ； 
3、城市环境污染虽有所改善，但仍
      差于乡间 ；
4、生活工作压力较大，激发人们回
      归大自然放松心情的欲望 ；
5、交通条件改善，便于人们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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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人数会大大增加，目前消费水平会有所提高 ；乡

村旅游产品独具特色，吸引消费者等。

（二）供给因素分析

一是国家层面出台很多推进乡村旅游发展的扶

持政策。如 ：国土资源局和国家发改委出台乡村旅

游用地政策支持 ；发改委等七部门印发《关于金融

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等，激励地方政府积极

开发乡村旅游业。二是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趋势

良好，为乡村旅游开发提供资金支持，助推乡村旅

游业发展。三是科学技术水平先进，基础设施投入

建设，为乡村旅游开发提供便利。四是在“一带一

路”战略部署下，为内蒙古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资源与区位优势。

四、基于“草原丝路”文物资源的内蒙
古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思路

通过以上供求因素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宏观基础环境助推乡村旅游业发展，微观个体

需求拉动乡村旅游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

升、人口结构的变化、受教育程度水平的提升等因

素既刺激了对乡村旅游的需求，也对乡村旅游提出

了新的、高标准要求。规范化、模式单一的景区观

光已经不足以满足游客的欲望。

国家政策方面已经从供给、需求方面助推乡村

旅游业发展，但要想破解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难题，

减少需求显然不是良策，只能从供给侧改革入手。

只有增加有效供给，在均衡产量增加的情况下，均

衡价格才会下降（抵消掉因为需求增加而导致的价

格上升）；市场结构才会由最初的寡头垄断结构逐

步向垄断竞争市场结构过渡，垄断因素减少，竞争

因素加强，经济效率得以提升。从经济效率角度分

析，某乡村旅游产品价格下降，产量增加，说明资

源配置更加合理，进行了帕累托改进，向帕累托最

优靠近，经济效率高于初始状态，消费者受益的同

时促进产业发展。所以，增加乡村旅游的有效供给

迫在眉睫。

（一）坚持保护优先，主打民族特色

保护是基于“草原丝路”文物资源的内蒙古地

区旅游产业发展的第一要则。保护既有对文物资源

的保护 ；又有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对开发地区生态

环境的保护 ；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保护。保护是

旅游开发之本，旅游开发是基于文物资源保护的发

展和延伸。务必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

系，二者并非是矛盾或非此即彼的关系。文物资源

作为文化的物质实体层面，毁坏后将无法恢复其真

实性，这就需要在开发过程中，根据地区特色及文

化背景选择合适的开发模式。

（二）秉持以人为本，提升产品质量

以人为本，体现在 ：对内要以专业旅游人才队伍

建设为根本，对外要以游客满意为目标。通过专业人

才队伍建设，强化理念认识，积极营造良好旅游环境

氛围，提升服务质量，提高产品水平，带动产业发展。

（三）着眼于产业链构建，增加有效供给

要想增加有效供给，就要着眼于产业链的构

建，拓宽产业链条，促进产业融合，发挥产业联动

效应，拓宽宣传及发展渠道。部分地区发展水平一

般，政府资金扶持力度不大，在与金融业高度融合

的同时，拓宽融资渠道成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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