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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好边境县域这只旅游“绩优股”

◎ 高舜礼（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

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高舜礼（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

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位于内蒙古二连浩特的二连国门景区是典型的边境县域旅游景区，跨文化的视角让人感受到世界之大，国界之近 摄影：海燕

由于上述市场和产业特征，决定了

边境县域旅游发展必须走自己的路。

边境县域靠近国境、边关，拥有口

岸，具备打造跨境旅游合作区的优势，

这是内地县市并不具备的。只有研究

透、发挥好这个优势，才不至于造成巨

大浪费。因此，应该立足当地产业所

长，放眼全域资源，开发“旅游+”“+旅

游”，实现旅游产品的主客共享。边境

口岸既适于开发“外贸+旅游”，也便于

吸纳国际优势，如满洲里就建有中俄互

市贸易旅游区，并开发“套娃”主题的小

镇和酒店。云南边境县富产茶叶、咖

啡、牛油果，也可通过“嫁接”旅游开发，

拉长农文旅商融合的产业链条。同时

一定要对应客源市场，不随大流、不搞

跃进、不铺摊子。搞清客源喜好，明了

该开发何种产品，才不至于“乱撞”“碰

运气”。譬如，当地人对边关口岸兴致

一般，但外地人恰恰相反；而在对待主

题园区的项目时，两者的兴致则正好颠

倒过来。

通过调研发现，边境县域开发旅

游，可在以下几点下功夫：

◆深化口岸旅游开发

不少游客反映，为了一睹边关国门

风采，常要驱车一二百公里，抵达之后

却仅看一眼国门、拍一张界碑，10 多分

钟就得走，让人觉得有些“鸡肋”。因

此，当地应与口岸管理机构做好沟通，

在不影响安全和管理的前提下，凡能

让游客观赏和体验的，应尽量开发出

来；在规范游客行为的前提下，可尽

量丰富观览方式，如俯瞰、远眺、沙盘、

地图、短视频；可采取预约制、保持合

适的客流量，有序参观通关、物流、贸

易区域。

◆探索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

2023 年 3 月，文旅部启动边境旅游

试验区、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为边境

县旅游描绘了新前景。在云南沧源永

和口岸，其经贸合作园区规划就包括境

内、境外两部分，境内规划了边贸互市

区，境外部分的佤山探秘主题乐园将开

发高尔夫、赛马等旅游项目。

◆在口岸周边配置合适项目

除了要深化口岸旅游开发外，还要

在口岸周边挑选和配置合适的旅游项

目，如广西防城港东兴口岸就有中越友

谊大桥、胡志明亭等配套资源。

◆精心开发县城旅游项目

县城作为边境县域的交通枢纽，

是各类游客的集散地。云南孟连县的

娜允古镇拥有很好的文化底蕴、历史

遗迹、民族特色，可依托土司衙署、上

中下城佛寺等旅游资源，向着省级乃

至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目标，做好策划

和开发。

◆适度开发主客共享项目

在深入开展市场调研的基础上，

在交通便利的节点，可开发中远程游

客与周边客源均愿消费的旅游项目，

如乡村旅游、休闲体验、温泉康养、旅

居度假；对于投资量较大、需大流量

客源支撑的文旅项目，如主题公园、文

化园区、旅游地产、康养小镇、海洋公

园、影视基地等，则需周密论证、慎重

开发。

好的旅游资源，不怕开发晚，就怕

走弯路；旅游项目的开发，只有开发成

功才能“为王”，开发失败了就是“为

祸”。期望有更多边境县域成功走出一

条旅游发展的特色之路。

在 我 国 的 旅 游 版 图

上，分布着不少边境县。

“极边”的地理区位，让边

境县域富有独特的旅游资

源和发展优势。只要立足

现实做专业开发，边境县

域便可成为旅游业的“绩

优股”。

不论游客来自城市或农村，站在边

境就像到了“天涯海角”，自然生发“西出

阳关无故人”的感触。那儿不仅有高大

国门、威严哨所，也有车水马龙、纷繁喧

闹的烟火气。云南红河河口口岸，熙熙

攘攘的人群在中国与越南老街之间忙碌

地运输货物。同样位于云南的姐相乡，

界碑将一傣族村寨一分为二，一边为中

国的银井村、一边是缅甸的芒秀村。而

在云南孟连口岸旁的一所小学，这里接

收了国境对面 100 多位“小留学生”，他

们在这里体验着跨越国界的读书生活。

这都是调研中看见的边境县域的独有魅

力。“极边”的地理区位，造就了边境县域

高品质且具有唯一性的旅游资源。

但由于地处偏远，许多历史边境县

域经济较落后，人口稀少，许多县域不到

10万人，有的甚至不足一万人，旅游基础

客源薄弱。现实的挑战还包括交通因

素。许多边境县域处于国家经济和交通

动脉的末梢，很难兼有机场、高铁、高速

路。在许多边境县，全县进出只有一条

主路，物流、客运、生产、生活都要靠它。

加之交通距离太长，交通成本较高，不少

外省客源难以当天抵达。

因此边境县域发展旅游应把握节奏，

适时恰当。在交通条件没有大改善的情

形下，大搞旅游开发便是枉然。类似的影

响因素，还有出境旅游何时放开、边境合

作区何时落成、节点性工作何时配套，都

是应予关注的时间节奏。若抛开这些因

素，任性地去开发旅游，建成之日便可能

是闲置之时，低效运行就是巨大浪费。

▲云南的河口瑶族自治县位于红河哈
尼族彝族自治州东南部，隔红河与越南
老街市、谷柳市相望河口口岸，在这里，
可以踏寻滇越铁路周边历史的遗迹 图
源：河口区人民政府网站

▲同样位于内蒙古的满洲里市中俄边
境旅游区，就像一个五彩斑斓的国际风
情万花筒。站在第五代国门前，令人油然
而生民族自豪感 图源：呼伦贝尔发布

▲云南瑞丽市也有着边境县域的旅游
风光：瑞丽江边风光旖旎，“一寨两国”
景观独特，国境线将一个寨子一分为
二，中方一侧称为银井，缅方一侧称为
芒秀 图源：瑞丽发布

▲在吉林省珲春市，防川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是其著名景点，站在龙虎阁上
可以一眼望三国，看到中朝俄三国的
界河和边境风光 图源：图们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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