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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靖县土楼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黄炳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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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政策、经济和景观价值三方面概述了南靖县旅游业发展的要素支撑，总结了南靖县土楼文化旅游产业的发

展现状和存在不足，并从合理规划、突出特色和大力宣传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南靖土楼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若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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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７月，被正式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的

“福建土楼”中，南靖县占据２０座。这不仅使南靖土

楼成为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也为南靖土楼文化旅游

的快速发展带来良好的机遇。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国务院发

布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南靖县适

时提出把土楼打造成 “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和 “生态

旅游名县”的发展战略。而如何充分挖掘南靖宝贵的

土楼文化遗产和自然风光旅游资源，使其成为兴县富

民的支柱产业已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

１　南靖县旅游业发展的要素支撑

１１　政策支撑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认为，旅

游业是战略性产业，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

机会多、综合效益好；同时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

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

服务业。《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

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把海西定位为 “我国重要的自然

和文化旅游中心”，提出要充分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

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增强武夷山、闽西南土楼、
鼓浪屿等景区对两岸游客的吸引力，拓展闽南文化、
客家文化、妈祖文化等两岸共同文化内涵，突出 “海
峡旅游”主题，使之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和富

有特色的自然文化旅游中心［１］。

１２　经济支撑

据介绍，根据国际经验，人均ＧＤＰ在１０００美元

以下时，居民是以物质消费为主；在３０００美元左右

时，是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并重时期；当超过

５０００美元时，就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精神文

化消费开始在居民消费比例迅速提高［２］。２０１０年中国

人均ＧＤＰ近３万元 （约４３００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超过１９万元。２０１０年南靖县城镇居民消费

结构中 食 品 支 出 占４０２％，文 教 娱 乐 服 务 支 出 占

１６６％，交通通讯占９５％；居民消费结构更快地朝

向文教娱乐与出行和通讯方向转化。当前我国正处于

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大众化、多样化生活需求为旅游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

遇，旅游业将是国民经济调结构、促平衡的支柱产

第３期

２０１２年６月

台 湾 农 业 探 索
Ｔａｉｗ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ｏ３
Ｊｕｎｅ２０１２



业，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１３　景观价值支撑

南靖的土楼千姿百态，气势非凡。除常见的圆

形、方形外，还有扇形、塔形、围裙形、雨伞形、马

蹄形等１６种奇特造型，堪称福建土楼的艺术典范。
现有较大型土楼１３００多座，汇集了 “福建土楼”中

最大、最高、最奇、最古老、最壮观、最 精 美 的 土

楼，田螺坑土楼群、河坑土楼群、怀远楼、和贵楼是

福建土楼主要遗产地，它们风貌独特，风格各异，是

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葩，构成一道道多姿多彩的旅游风

景线。日本建筑学家茂木计一郎盛赞南靖的土楼是

“天上掉下的飞碟，地上长出的蘑菇”；联合国科教文

组织顾问史蒂汶斯·安德烈称南靖的福建土楼是 “世
界上独一无二、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上海同济

大学教授路秉杰说：“没有看到南靖的田螺坑土楼群，
不算真正看到土楼。”南靖境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４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３处，全国首批历史文

化名村１处，中国景观村落４处，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３处。当前旅游区已形成田螺坑旅游景区、云水谣古

镇旅游景区和河坑民俗文化村三个景区，是一个山、
水、古镇相依相融，自然人文景观交相辉映，集观

光、休闲、度假、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型旅游景区，初

步树立了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方向。

２　南靖县土楼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２１　旅游经济蓬勃发展，社会效益不断彰显

２１１　经济总量继续扩大，旅游经济成为亮点　土

楼世遗申报成功之后，南靖的住宿餐饮零售等商业单

位数不断增加，特别是土楼旅游景区的住宿、餐饮、
零售增长更大。２０１０年南靖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１０５亿

元，比２００７年增长５０９％；第三产业增加值３１７亿

元，比２００７年增长５９２％，增长速度位居全市第２；
社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２６３亿 元，比２００７年 增 长

５８６％；财 政 总 收 入７５３亿 元，比２００７年 增 长

５７３％。全年旅游人数１６９万多人次，综合旅游收入

５９亿多元，分别是２００７年的４７和５６倍。

２１２　社会效益不断彰显，当地居民脱贫致富奔小

康　土楼民居山高林密路远，以前基本上是贫困落后

经济欠发达的村。随着景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改

变了当地农村的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为沿途社会经

济加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持，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得

到发展，村民的文化素质和修养得到提升，树立了健

康文明的新风尚，向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大步迈

进。旅游区形成后，当地农民积极向非农领域的转

化，参与旅游服务活动，成为市场经营主体，部分农

民的家庭住房变成了旅游接待的家庭旅馆，山场、农

田、果园、池塘、老屋成为旅游吸引物，传统的农村

种植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带动了一大批农民脱贫致

富奔小康。

２１３　经济带动日益明显，相关产业得到发展　土

楼旅游，与当地独特的乡村风光、特色农业和乡土风

情紧密相连，景区群众积极兴办家庭旅社，经营烧

烤、商店、餐饮服务等项目，收入不断增加，如具有

当地特色的土楼老茶、柿子饼、笋干、菜干、蜂蜜等

农产品，成了广大游客喜爱的旅游商品。旅游业的发

展有力带动了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带动了工艺品

加工、信息网络、交通运输、饮食服务等产业的发

展，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目前在土楼旅游区

内的餐馆、农家乐旅馆、旅游服务企业的经营者有

９５％是当地的居民，据统计，景区现约有１８５家农家

旅馆及饭店，床位共有２１７０多张；共有餐桌位７００
桌，经营摊点４００多个，就业人数２５００多人，人均月

收入在１５００元以上。

２２　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旅游要素得到配置

一是共投入６亿多元建设道路等旅游配套工程，
包括投资３２亿元改建县城至书洋曲江共计５８６ｋｍ
的国家二级道路，投入２９３４０万元完成１４６７ｋｍ景区

旅游道路的改造建设。二是投入６５００万元，改善土

楼周边及旅游景区的卫生和环境绿化。同时大力打击

乱砍乱伐的违法行为，并在景区周边划定５００ｍ半径

范围用以保持原有农业生产耕作，维持农村原生态。
投入近５００万元安装监控系统，设置２８个监控点以实

时了解景区动态情况。

２３　南靖声誉不断提升，投资环境日臻优化

近年来，南靖县运用世界遗产这一品牌，不仅在

国内主要大城市并远赴国外大力推介 “福建土楼·故

里南靖”。一是在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等境内

外１０多家电视台及 《人民日报》等１０多家中外报刊

开展广告宣传。二是制作土楼影碟宣传片，出版土楼

宣传画册。三是建立土楼网络进行宣传。通过宣传营

销，将客源市场由省内逐步扩大到省外、国外，吸引

了游客，提高了南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扩大开

放、招商引资、加快发展搭建了平台，注入了活力。

３　南靖县土楼文化旅游存在的不足

南靖旅游围绕生态名县、旅游大县的建设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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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成效，但与全国其他地区旅游业发展形势和打造

“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任务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

困难和不足。

３１　吃、住接待能力和水平滞后

目前南靖酒店宾馆的吃住接待能力严重滞后，尤

其是农家的餐饮住宿条件，设施简陋，卫生及服务质

量较差，满足不了游客的基本要求，旅游高峰时期问

题更为突出。同为世界遗产的武夷山，有住宿床位数

约１７万位，最大一家企业床位数就有１７００多床位，
而南靖县总住宿床位数仅２０００多位，接待能力严重

不足。同时显示了南靖的住宿餐饮业发展潜力巨大。

３２　行路难的问题还存在

景区集中在山高林密的山区，山路多弯，个别路

段窄，循环通道不很通畅，堵车现象时有发生，阻滞

了旅游产业更快更好的发展。

３３　游览要素没有充分挖掘

现有的景区，都是靠原始的土楼和民居建筑招徕

游客，景点分布散，景观一目了然，它的历史文化内

涵基本没有挖掘，导游人员讲解不生动，激发不了游

客的想象力和旅游兴趣。

３４　购物要素几乎缺位

旅游纪念品开发滞后，具有地域特色的工农产

品、民间工艺品没有得到开发提升，旅游随手礼商品

交易通道还未打开，全县没有经营旅游随手礼商品的

大型商场。２００９年全年旅游人数１６９万多人次，综合

旅游收入５９亿多元，人均旅游消费支出不足３５０元，
相关消费不足，弱化了旅游对经济的带动辐射作用。

３５　娱乐项目欠缺

目前南靖旅游还处在观光旅游层面，缺乏能吸引

游客游乐兴致的新、险、奇、特娱乐和游客参与性的

娱乐项目，游客玩不乐，留不住。

４　促进南靖土楼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对

策建议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民众越来越

多地倾向走出去开阔眼界，陶冶心情，并逐步将由观

光游向休闲度假游转变。旅游市场需求将不断扩大，
旅游业的前景一片大好。南靖县旅游资源丰富，不仅

是著名的台胞祖籍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客家文

化与闽南文化相互交融，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台胞

人脉资源，而且土楼资源特色独树一帜，在福建土楼

中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福建土楼标志性建筑田螺坑

景区被省旅游局列入了福建省 “十大”精品线路。此

外，云水谣古镇四面环山，溪流环镇而过，一条条古

老的溪石小道交叉穿梭，１３棵千年古榕树组成的榕树

群蔚为壮观，青山绿水、神奇土楼，宛如一幅浓墨重

彩的山水画，漫步其中，田园风光尽收眼底；树海林

区林木葱郁、山高谷深、水流清澈、空气清新、有瀑

布奇石，可开发林海探险休闲，其境内地热资源尤为

丰富，是休闲度假疗养的极佳场所。因此，南靖县应

抓住机遇，不断发展旅游产业，并将旅游业作为产业

转移和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点。

４１　科学指导，合理规划

以 “立足资源优势，把握游客需求，激活各种要

素，科学超前定位”为指导思想，在３年内完成景区

基础设施开发建设，５年内争创省级旅游大县，使旅

游业在县域经济中所占份额达到３０％以上，真正实现

“超越梦想”。

４１１　规划先行，超前定位　做到全县一盘棋，个

体有特色，整体相衔接；科学审视南靖旅游资源，实

现资源与旅游产业发展走势的对接。要超前谋划，高

要求、高起点，高水平发展，高规格建设，使景区的

每个开发项目都能保证在几十年不落后。对影响景区

形象的落后建筑物和经营项目要坚决拆除和取缔，始

终保持景区的美丽形象。

４１２　分段实施，持续发展　开发建设景区，要先

行规划，一次性规划好后严格按照规划集中财力分阶

段逐步实施，避免无财力保证一起上，造成无序低水

平开发建设。要严格按照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要求保护

好土楼，确保土楼资源原生态可持续利用发展。

４１３　选准开发道路，打造精品　特色是旅游之魂，
品牌是旅游之基。应做强做亮土楼风情游、云水谣古

镇民俗文化游、温泉度假游、森林山水游四大品牌，
做活南靖旅游产业。

４２　因地制宜，打造特色

南靖土楼资源形态各异，应根据各自的特色着重

打造三大板块：

４２１　田螺坑土楼景区　田螺坑土楼群是福建土楼

标志性景点，景点壮观美丽，“四菜一汤”的比喻形

象生动。建设景区应让游客从上、下、空、里四个角

度多维空间领略精美土楼，把这一景点建设成世界旅

游目的地。

４２２　云水谣古镇景区　开发建设成为以闽南文化

与客家文化相交融的民俗景区，集餐饮、休闲、娱

乐、购物于一体，建立闽西南民俗民风影视拍摄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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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　生态型度假区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

业的意见》提出要 “制定国民旅游休闲纲要，落实带

薪休假制度”，为生态型旅游度假区提供强有力支持。
围绕休闲休假，建设山岳型森林旅游地，建设水上漂

流、山地滑草 （北方滑草项目引进）、空中滑索、野

地运动等游客参与度高的休闲度假和温泉疗养等旅游

目的地，使游客远离喧嚣都市尽享山区清新空气和舒

适清幽的自然风情。

４３　同步推进，全面发展

以土楼旅游为核心，大力挖掘南靖县各种旅游资

源，同时有效推进旅游产业链的全面发展。

４３１　旅游服务产业　以品牌化为导向，引进专业

化旅游管理公司推进品牌连锁，促进旅游服务创新。
组建行业协会，开展行业各类比赛，特别是名菜、特

菜比武，以行业竞赛评比为手段推动整体行业上水

平。培育优秀旅游公司，把旅游公司的业务接待活动

覆盖到整个闽西南景区，取得第一手游客接待主动

权，保证南靖县景区游客客源。

４３２　旅游购物产业　提高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

在旅游消费中的比重。推进旅游商品购物市场建设，
引进旅游超市连锁，旅游超市连锁具有组织旅游的货

源和客源的优势，能有效推动南靖县农、特、优相关

产业发展。

４３３　旅游文化产业　南靖是闽南文化与客家文化

交集地，具有双重文化传统资源，又是著名的台胞祖

籍地，推出具有客家和闽南特色的餐饮、演艺、节庆

等文化旅游产品。争取创立闽台文化与客家文化影视

产业基地，把土楼古堡的经典传说拍摄成影视作品，
增强景区生命力和竞争力，成为又一亮丽风景线。

４３４　创立旅游商品制造业工业园　大力发展旅游

商品的生产加工，行业涵盖旅游、游乐设施设备等旅

游装备制造业的生产以及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的生

产等各领域。把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产业优势，
提升南靖县社会经济综合竞争力。

４４　大力宣传，扩大影响

旅游市场面对的是游客，是要挖掘千千万万人们

的消费欲望，需要让人们了解从而向往旅游。这就要

求我们要充分做好宣传发动，要尽可能利用电视、报

纸杂志等常规宣传媒体以及户外广告牌、车体广告等

形式进行宣传，还应以筹办节庆活动、拍摄电影电视

等方式扩大宣传，宣传南靖土楼旅游特色，提高南靖

土楼知名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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