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 
第 4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 

Economics 

西藏乡村旅游的扶贫效果研究 
 

尤彩丽  巩艳红 

西藏大学财经学院 

DOI:10.12238/ej.v4i1.644 

 

[摘  要] 近年来,西藏的旅游业快速发展,乡村旅游也慢慢兴起,在带动地区经济增长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能带动新兴农村旅游业的发展。研究发现,西藏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很多资源还有待开发,对乡村旅游资

源的开发能改善农牧民的收入。本文将结合西藏乡村地区特殊的旅游情况,对乡村旅游的方式进行深入的

分析,为西藏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提出了西藏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再结合西藏

的开发环境条件,具体分析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分析乡村旅游在提高农牧民收入中的作用。通过分析西藏

的地理特点和人文特点,分析西藏乡旅游存在的问题,找出科学符合当地实际的乡村旅游扶贫模式,能够帮

助贫困群体来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让乡村旅游带动就业,增加农牧民收入,改善居住条件。分析找出西藏

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根据西藏的气候因素和人文因素,因地制宜提出解决乡村旅游的对策。 

[关键词] 西藏；乡村旅游；扶贫效果；对策 

中图分类号：F590.8  文献标识码：A 

 

1 西藏乡村旅游的现状 

1.1乡村旅游概况。西藏近年来建设

乡村旅游示范点,对拉萨城关区的娘热

乡、墨竹工卡县甲玛乡、曲水县俊巴渔

村、尼木县吞巴乡、堆龙德庆区桑木村、

夺底乡等旅游示范点进行乡村旅游开发,

并且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政府还扶持建

设家庭旅馆和农家乐。把之前单一的风

景游变成形式丰富的农家乐旅游,满足

本地居民的休闲需求,成为周末的 佳

去处,还占据距离优势,节假日也能吸引

大批游客。拉萨市旅游局重点发展休闲

林卡、观光农牧林业和特色乡村,投入了

大量的资金,目的就在于发展适合西藏

的乡村旅游。让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相融

合,有效改善人居环境,保护生态环境,

建设具有民族风情的特色小镇,如林芝

的鲁朗小镇的知名度就较高。西藏的旅

游业发展前景好,发展乡村旅游能助力

乡村振兴,成为乡村的支柱产业。很多农

牧民经营小饰品店、开餐饮店等,提高了

收入,从而脱贫致富。在政府的扶持下出

现了拉萨乃仓、好客藏家等的民宿,吸引

游客住店,是周末游的好去处。行者·黑

帐篷等特色旅游产品,是受旅行者青睐

的产品。乡村旅游能促进产业发展 增加

社会就业,改善居民生存条件。 

1.2乡村旅游扶贫概况。2019年,拉

萨市有7个旅游产业重点项目,计划总投

资26.6799亿元,重点用于乡村旅游基础

配套设施建设和提升,目前已开工项目6

个,开工率85.7%,已完成投资13.5236亿

元。还通过争取外部支援,申请国家、自

治区等项目资金和各类援藏资金,支持

拉北环线、墨竹直贡梯寺、曲水秀色才

纳等各种项目的修建,总投资达到1.5亿

元,争取建设为百姓满意的基础设施,让

居民出行方便,也吸引游客,增加人流量,

扩大餐饮和住宿消费。 

2 问卷调查过程 

本次调查的地点为拉萨市夺底乡的

洛欧村,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总共设计

发放了105份调查问卷,其中收回有效问

卷98份。调查的居民大多是农牧民,有些

在城市务工,青年占大多数,原因是青年

学历较高,能很好完成问卷,调查显示大

部分牧民愿意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

但其中不乏来自于外地的汉族在街道上

做生意,由于西藏消费水平高,经营收入

也高,很多外地人前往拉萨做生意。问卷

主要包括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旅游基础

设施、交通密集度、旅游发展水平、非

农业就业情况、教育水平与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等影响因素对贫困的影响。 

2.1问卷统计分析。贫困人口对乡村

旅游发展带来感知变化和态度转变是乡

村旅游扶贫实际效应表现,调查结果(表

1)显示,西藏居民大多数认为旅游发展

能提高收入,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生活

水平,还由此带来房价和物价的上涨,还

带来教育水平的提升和改善交通。此外

有些对乡村旅游水平提升持中立态度。

居民总体是持赞成的态度,认为乡村旅

游改善了生活状况。 

表1  居民对乡村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 

调查项目 均值 结果 标准差 赞成率

提高收入 3.25 赞成 1.35 65%

增加就业机会 3.13 赞成 1.37 62%

提高生活水平 3.13 赞成 1.27 63%

带动房价、物价上涨 3.21 赞成 1.32 68%

乡村旅游水平提升 2.64 中立 1.3 43%

基础教育提升 3.1 赞成 1.23 55%

交通改善 3.2 赞成 1.15 53%

 

注：1.00～2.49表示反对；2.50～3.0

表示中立；3.0～5.00表示赞成,其中“赞

成率”为“赞成”和“非常赞成”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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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乡村旅游扶贫存在问题 

3.1旅游设施不完善。西藏地处西部

高海拔地区,交通相对内地较落后。有些

偏远山区还没有通公交,居民出行不方便,

这在乡村旅游建设方面需要解决的重要

问题。政府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主要靠中

央转移支付,自己创收的收入占比少,缺

少足够资金支持。农家乐就餐环境差,以

及洗手间等设施不完善,对游客吸引力不

足。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加油站和服务

区较少,给旅游造成很大障碍,而且没有

设立统一的服务标准。道路很多有坑洼,

路面灰尘比较大,而且路边树木较少。 

3.2景点特色不强。西藏自然资源丰

富,但还未得到有效开发,企业之间未形

成共识,旅游产品特色不突出,对游客吸

引力不强。有些地区开发还处于初级阶

段,带动效果差。还由于当地气候条件不

稳定,当地的旅游受季节影响,特别冬季

气候寒冷,所以游客很少。西藏缺乏主导

企业,农业园区少,没有亮点,缺乏特色,

对游客的吸引力有待提高。 

3.3推介力度小。西藏处于青藏高原,

海拔高,气候温差大,农牧民旅游观念意

识不强,还缺乏专业知识。旅游致富观念

薄弱,没有从事旅游业的意识,即便是有

过开展旅游增加收入的设想,缺少资金、

政策的支持,不能及时得到帮助。旅游推

介计划执行力度单一,西藏旅游宣传少,虽

然各种资源丰富,但地理位置偏远,还由于

机票价格较贵,所以内地游客少,导致西藏

周边乡村旅游业发展缓慢。西藏生态旅游

宣传模式单一,没有及时借助新媒体宣传,

行销模式不够丰富,宣传力度不够。 

3.4建设资金不足。西藏自治区的财

政收入少,主要是中央的转移支付,还有

内地一些省份的定点帮扶,所以自治区

政府可以自由使用的资金较少。外部资

源和新项目引进少,加之乡村旅游还处

于起步阶段,由于缺少建设资金,所以西

藏乡村旅游发展缓慢。地方政府创造收

入来源渠道单一,资金使用紧张,不能大

力投资乡村旅游。农牧民在开展经营之

前,缺少启动资金,农牧民很少去开展旅

游经营,怕承担风险。 

4 乡村旅游扶贫对策 

4.1完善基础设施。政府组织修建基

本道路,大力修建公路等配套设施。西藏

应该以旅游效益提升为抓手,促进乡村

旅游富民增收。坚持生态效益、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协同发展的原则,推动乡

村旅游向纵深开发,可以促进就业、提高

农牧民收入。一方面,让群众在家门口找

到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完善

的设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西藏旅游。 

4.2丰富旅游产品。随着消费需求的

提档升级,软硬件设施完善、具有明显特

色的品牌林卡产品更受市场青睐。研究发

现,达东村、秀色才纳、支沟油桃生态园

通过升级帐篷硬件设施、整合特色温泉、

恒温泳池、水果采摘等项目,形成独具特

色的标杆型的林卡产品,这符合西藏的特

色。开展乡村旅游,在旅游景区中划分露

营基地、烧烤地点、民俗风情商场、休闲

广场等,改进现有的观光园,增加旅游设

施,开发教育类的亲子游戏。还可以开展草

莓音乐节等活动,游客体验到采摘乐趣,同

时对农产品的相关知识有所了解,从而寓

教于乐,吸引更多中小学学生参加,满足旅

游者休闲娱乐的需要,留住更多游客。 

4.3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微信、微博

和公众号等新媒体进行宣传,还可以通过

电视台播放旅游宣传片,选当地有名气的

人当旅游宣传大使,同时在旅游杂志和报

刊上面放美丽的图片,还可以创建专门的

景区网站和景区公众号。景区负责人员定

期在微信公众号和网站上面发布优惠打

折信息,同时鼓励游客在网站上分享旅游

感受和晒美图,有机会参与抽小礼品等活

动,调动游客参与积极性,从而扩大景区

知名度。政府组织开展乡村旅游的公益活

动,邀请有知名度的歌手参加,吸引更多

游客的到来。企业可以开展农产品品鉴会,

吸引游客参加。还可以开旅游节,比如摄

影大赛、民俗展销会,鼓励当地居民广泛

参与,吸引大量外地游客,从而带动餐饮、

住宿等产业发展。 

4.4政府加大扶持。政府在旅游业中

发挥主导地位,制定符合西藏发展的政

策,保证扶贫工作的有序开展。政府可以

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增加资

金来源渠道,同时让企业承更多社会责

任,确保扶贫工作顺利开展。政府设立专

项基金,给予因生态保护和乡村旅游发

展进行产业调整的企业和个人进行补

偿。西藏继续实施地方优惠政策,给企业

减免税收,给予创业者优惠政策；政府建

立投资平台,鼓励个体经济参与乡村旅

游投资,鼓励个人资本加入。乡村旅游贷

农行部门进一步创新服务模式,为乡村

振兴助力。金融组织以“乡村旅游贷”

的方式为农户开展旅游提供资金支持,

帮助建设特色小镇和 美乡村,。自治区

人民政府规划建设美丽乡村游,选出重

点村进行试点建设,在节假日来临之前

重点宣传,带动乡村旅游发展。 

5 结语 

西藏乡村旅游扶贫的大力发展,带动

区域经济发展和帮助贫困人口脱贫效果

明显。西藏自治区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

通过正确的方式开发,能将西藏的乡村旅

游发展潜力发挥出来,带动村民致富。乡

村旅游扶将促使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

带动村民的积极性,从而让更多的农民达

到自给自足,让西部高原上的农牧民年收

入增加,早日实现全民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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