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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大明山风景旅游区创建５Ａ景区探讨 ①

马　娟
（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广西 南宁５３０００７）

摘　要：５Ａ级景区是国内景区中最具鲜明特色和高品质服务的代表，是行业内的标杆和城市名片，在提升城市知名
度、推动城市旅游产业发展、带动周边地区农民富裕、反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十二五”期间，南宁市旅

游业面临重大发展机遇，进入新的发展黄金期。创建５Ａ景区成为推进南宁市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主要任务和重要途径。本
文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就南宁大明山风景旅游区创建５Ａ景区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进行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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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内不少城市都通过规划和开发建设５Ａ景
区来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截止 ２０１３年 １月 １６
日，全国共有５Ａ级景区１５３家，广西虽占３家，但全部在桂
林市，南宁市竟无一家，这对于提出要推进旅游业跨越式

发展的南宁市来说显然是不利的。为此，南宁市提出了创

建５Ａ景区的目标任务，而把南宁大明山风景旅游区创建
为５Ａ景区则是其中的任务之一。本文通过深入的调查研
究，就南宁大明山风景旅游区创建５Ａ景区面临的主要问
题及对策建议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　南宁大明山风景旅游区创建５Ａ景区面
临的主要问题

大明山风景旅游区目前是国家４Ａ级景区，位于南宁
市区东北部的上林、马山、宾阳、武鸣四县交界处，距离南

宁市区仅７６ｋｍ，是城市游人周末度假休闲的适宜距离。
同时，大明山景区地处“桂林———南宁———北海”广西旅游

黄金线附近，有伊岭岩、金伦洞等景区补充。此外，大明山

景区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以及丰厚的文化底蕴。由

此大明山景区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旅游大环境。近年

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党委和政府都十分重视大明

山景区的保护开发，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明确开发定

位、编制实施相关规划、不断建设和完善基础设施、深入挖

掘民族特色文化———龙母文化和骆越文化、打造旅游景观

景点，并不断加大力度持续推进大明山风景旅游区建设，

取得了明显成效：２００８年被评为广西最好玩的十个地方之
一和南宁最具休闲养生特色景区。“大明山夏至养生旅游

节”被中国国家旅游局列入２００９年生态旅游年的主要节庆
活动之一。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被授予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及被

国际生态合作组织命名为“国际生态安全旅游示范基地”

后，大明山旅游品牌进一步提升，旅游效益不断提高，２０１２
年接待游客总人数为５．９万人次，是２００６年的４．５４倍；门
票收入５２０万元，是２００６年的１４．４倍。以上为大明山风
景旅游区创建５Ａ景区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大明山景
区与国内著名５Ａ景区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离国家级
５Ａ景区的目标要求仍有较长的路要走，创建５Ａ景区将面
临很多的困难和问题。

（一）景区规划体系仍不够健全

景区规划是景区开发建设的龙头，没有规划，景区的

整体保护开发以及项目就无法顺利有序推进。尽管南宁

市极为重视并加强了对大明山景区的规划编制工作，然而

到目前为止，《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还

未修编完成，《广西大明山骆越古都文化旅游区概念性总

体规划》仍未通过市委、市政府审批。同时，大明山景区还

缺乏一个山上山下总体考虑的景区总体旅游规划以及配

套的详细规划，而且景区现有相关规划之间，特别是与所

在县镇的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衔接不充分，加上

受规划建设周期长，审批环节多，土地征用难，体制机制制

约等因素的影响，致使规划难实现，一些项目较难推进和

落地。

（二）景区管理体制机制不够便捷高效有力

一是单位性质致使景区没有开发建设自主权和相关

行政执法权。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明山风

景旅游区管委会）是“市人民政府管理的财政全额拨款事

业单位”，因而不具备推进规划、建设、招商等相关条件，景

区所有保护开发建设项目、资金都需要经过层层行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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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致使其没有旅游资源开发建设的自主权，进而导致景

区开发建设进度缓慢。同时，景区管委会没有安监、林业、

交通、环境保护等行政执法职权，景区内发生违法行为时

只能口头劝说，无法从法治层面进行严厉打击和查处，导

致景区的保护、开发等职责难以落实到位。二是景区内主

体多元、管理不够有序顺畅。目前，大明山景区行政区域

横跨了武鸣县和上林县，不同区域的建设项目审批、税收

及社会事务归口不同的县，给景区管理带来许多不便。此

外，景区内有许多管理主体，如天坪服务区的凌鹰山庄观

日山庄、明顶山庄和临崖别墅、景兴山庄分别由广西电视

台、广西水电调度中心、南宁城投公司、南宁市体育局管

理，这使得大明山风景旅游区管委会难以对景区旅游资源

进行整合统一调配或开发，也由此造成了旅游资源的破坏

和浪费。

（三）景区发展空间仍显不足

目前，大明山风景旅游区管委会可主导开发的区域十

分有限，形成大配套完善、服务多元的大型景区的发展空

间明显不足。一是山上空间十分有限。根据原有大明山

景区相关规划，景区主要是大明山９ｋｍ以上区域，该区域
以保护和有效开放为主，可开发建设的规划指标已基本用

完。二是山下入口综合服务基地建设较难推动。虽然市

政府已明确要把大明山入口综合服务基地作为景区的拓

展区域并要加快建设，但至今对该区域开发的主体仍未加

以正式明确，且该区域的规划也还没有与武鸣县、两江镇

的城镇建设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有效衔接，尽管市政

府要求大明山管委会加快协调有关部门、单位共同推进规

划、项目立项以及招商引资等相关工作，但由于大明山管

委会的事业单位性质和权限，使其难以开展工作。

（四）景区自主发展能力尚未形成

迄今为止，大明山风景旅游区仍处于培育发展期，旅

游资源的保护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大量资金投

入。但就目前大明山风景旅游区综合实力特别是财政实

力来说，尚未足以形成自主投入、自主发展的能力。一是

自有财力较弱。目前大明山景区除了门票收入外，所有项

目的土地收益金、税收等分别属于武鸣、上林等地。尽管

景区门票收入在逐年增加，由 ２００６年的 ３６万提高到了
２０１２年的５２０万元，但与门票收入超亿元甚至超１０亿元
的著名景区相比差距很大，不但无助于景区的发展，甚至

连景区的生存都难以维持。二是投融资平台力量不强。

大明山开发公司除了获得２００６年市财政拨付的１００万元
开办费外，此后再没有得到任何资本金的注入，作为旅游

区投融资平台，明显是规模太小、力量太弱，如此很难真正

发挥它的作用。三是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从２０１１年起，市
财政预算每年安排３０００万元作为大明山景区建设管理扶
持资金，但由于景区工作不到位、景区项目建设的审批周

期长、办事环节多以及山上可用于施工的时间有限等原

因，导致财政专项资金无法使用的情况常常发生。

（五）景区文化资源挖掘不够深入

文化性是５Ａ景区标准的一个重要内容。文化是是旅
游业发展的灵魂，是旅游景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主要因

素。大明山景区旅游资源丰富，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有一

定的雏形，但景区中丰富的生态资源尤其是文化资源仍没

有得到充分挖掘、利用，部分景点的开发尚处于初级阶段，

沿途景观也仅停留在原生态层面，缺乏有文化内涵和地域

特色的景观景点，由此导致景区旅游资源吸引力和市场吸

引力不强，进而导致景区的游客接待能力不足。尽管近年

来大明山的游客接待能力有所提高，但与５Ａ景区“年接待
海内外旅游者６０万人次以上的游客接待能力”的标准还
相差甚远，与国内著名景区、先进景区相比差距很大。有

关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全国Ａ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规模前５０
位景区的平均接待规模达到７５２．５２万人次，最低也达到
４２３．８２万人次。相比之下，大明山风景区的接待规模明显
太小，仅为最低平均接待规模的１／７左右。与排名在前８
位景区的接待规模超过１０００万人次和排名在前４位景区
的接待规模都超过２０００万人次相比差距更大。

（六）景区基础设施及配套旅游服务设施滞后和不

完善

一是交通基础设施滞后。景区内仅有一条上、下山公

路，进出不够便捷，到旅游高峰期极易发生交通拥堵乃至

交通事故；部分通往景点的公路还是等级最低的砂石路，

景点的可进入性、便捷性相对较差；大明山与周边景区交

通不够便捷，影响了游客从大明山景区向周边景区扩散的

欲望，致使大明山景区难以形成以点带面的辐射带动效

应。二是配套旅游服务设施不完善。景区内相关旅游配

套设施离国家级５Ａ景区的要求差距仍很大，文化性和特
殊性不强。如：大明山景区入口综合服务基地建设滞后，

缺乏相关的休闲娱乐设施；山上文化娱乐活动单调，接待

游客的宾馆数量仍然有限；一些景观景点及游道设施较为

简陋，景区内的各类导向标志、景点解说牌、公共休息设

施、景区垃圾箱以及景区建筑外观造型等地方特色不够突

出，艺术感及文化气息仍显不足等等。以上这些都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游客的游览兴趣和行程，使得大明山景区难

以留住游客和没有“回头客”。

（七）景区发展的配套政策不够完善有效

大明山风景区的保护开发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

统工程，需要相关完善有效的配套政策的支持和保障。但

从目前来看，有关部门对景区开发建设的相关配套政策仍

较欠缺或者不够完善有效。一是缺乏相关大明山景区的

保护条例。尽管大明山景区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然而直

至目前，南宁市尚未从立法层面出台相关的保护条例，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大明山景区的有效保护和开发建设。其

次，缺乏针对景区发展的关键问题，如景区保护开发的体

制机制、发展空间等给以明确的意见或指示的指导性文

件，更缺乏景区发展的具体专项配套政策以及工作方案。

三是缺乏科学的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景区现行的考核

评价制度、人事分配制度与一般行政单位无异，难以激发

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难以吸引旅游规划、营销、

优秀导游等高素质人才到景区工作。

（八）景区旅游管理专业人才空缺

目前南宁市旅游业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远远跟不

上旅游业快速发展的步伐，导致旅游业人才，特别是高层

次、复合型、能力强的中高级管理人才以及旅游规划、旅游

策划、旅游经营和旅游营销人才极其缺乏。有关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２０１１年，南宁市旅游管理专业人才仅９５人，只
占旅游业从业人员总数的０．６９％。而大明山风景旅游区
的情况更不容乐观。据调查，大明山景区现有在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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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８人，其中，具有硕士学历的５人，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
６５人，具有大专学历的６１人，导游１２人。尽管不乏高学
历人员，也达到了５Ａ景区“管理人员配备合理，中高级以
上管理人员均具备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标准，然而，旅游

管理专业人才却是严重空缺，这使得大明山旅游策划和营

销、旅游线路规划和设计、旅游服务质量等难以适应市场

的需要，严重影响了景区的自主创新和核心竞争力，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大明山风景区的进一步发展。

二　南宁大明山风景旅游区创建５Ａ景区的
对策建议

（一）明确目标定位、科学合理规划

第一，理清思路、明确定位。要围绕“广西龙头、国内

一流、国际闻名的５Ａ级景区”目标，力争用８～１０年时间，
突出骆越历史民俗的龙母文化景观及亚热带特色的自然

生态景观，把大明山风景旅游区建设成为国际山地休闲度

假旅游区和骆越古都文化旅游区。第二、科学规划、慎重

决策。严格执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依托大明山的自

然和历史文化资源，围绕“旅游”、“文化”这两张牌，统筹谋

划大明山及其周边区域的保护开发建设。一是做好有关

的规划修编、编制工作。着眼于高起点统筹规划、保护、开

发大明山风景旅游区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做好《广西

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大明山风景旅游区

总体规划》等修编或编制工作。二是尽快推动《规划》的实

施并加大对《规划》实施的监控力度。按照“山上游、山下

住”和“山上减法、山下加法”的原则，严格执行大明山景区

各相关规划，加强山上的以及山下周边区域的环境整治，

使大明山景区能在科学规划的指导下步入开发建设快

车道。

（二）强力打造旅游品牌、创新加大宣传促销

打造大明山旅游品牌是推进大明山景区发展和创建

５Ａ景区的最佳途径。第一，在保护的前提下深层次开发、
挖掘特色文化资源，扩大景点的吸引力；应科学规划和强

力打造几个常态化的、对游客产生持续吸引力的旅游品

牌，如开发游客参与度高的旅游项目、节庆活动等，增加游

客兴趣。力争在“十二五”期间，把大明山国际山地生态度

假旅游区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品牌效应的旅游大项目。近

年来，大明山开发并成功举办了“山花节”、“广西森林旅游

节暨南宁大明山国际山地养生旅游节”等节庆活动，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２０１２年“山花节”期间，共接待游客
７７３１人次，旅游门票收入６３．７７万元；“养生节”期间，团队
及散客游客总数７６６０人，旅游收入４８．９９万元。节庆活动
的成功举办，为大明山打造“中华特色养生名山”知名品

牌、创建５Ａ景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加大营销力
度，提高景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积极参加由旅游局组织

的如“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南宁旅游大篷车”等各种旅

游促销宣传活动，加深人们对大明山景区的了解，提高景

区的知名度。第三，加大广告媒体宣传力度。继续与南宁

电视台开展合作，每天在新闻节目中插播广告。此外，在

南宁日报、南宁晚报、广西生活报、南国早报等报刊不定期

刊登广告，并第一时间更新大明山景区旅游网站的各类旅

游咨询信息。总之，通过一系列的旅游推广方式，大大提

升大明山景区旅游品牌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

（三）进一步建立健全便捷高效的管理体制

旅游管理体制问题一直是中国旅游行业的一块“心

病”。由于各地的旅游主管部门相对于其它部门成立较

晚，在其成立之时，各项职能的分割已经定型，导致旅游管

理部门的职能一直得不到落实，使得旅游管理效率低下、

心有余而力不足。针对这一问题，近年来外省市如四川的

峨眉山———乐山风景名胜区、安徽的黄山风景区、江西的

井冈山风景区不断创新管理体制模式，经过不断的探索实

践，形成了一种更为便捷高效的管理体制模式———政府派

出机构管理的模式。其主要特点是：第一，风景区管理机

构，即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均为政府的派出机构，由市委书

记任风景区管委会党委第一书记，市长任风景区管委会主

任。第二，市政府授予管委会必要的行政管理职能，管委

会享有部分市级管理权限，代表政府对景区进行全权管

理，类似于开发区的管理模式。第三，管委会对景区开发

有一定自主权，如黄山风景旅游区管委会具有景区的开发

管理、酒店、索道、旅行社、房地产等领域的经营权。这种政

府主导型的管理体制，职责明确、范围界定清晰、政企分

开、强调资源整合、统一保护开发管理，解决了扯皮和内耗

的问题，改变了过去“谁有权谁开发谁主管谁得利”的现

象，各方关系理顺后形成了合力，在政府主导下联合开拓

市场，联合对外促销，大大提高了旅游业的综合效益，明显

加快了景区建设的步伐，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有鉴于

此，南宁市可参照东盟开发区由市级以授权、委托等方式

赋予一定职权的做法赋予大明山风景旅游区管委会部分

市级管理职权。此外，如相关职权在武鸣县的，由武鸣县

以一定形式赋予大明山风景旅游区管理机构。赋予的职

权包括：一定的规划建设职能。明确大明山风景区和入口

综合服务基地执行相关风景旅游区规划，并按规划负责组

织建设和管理；一定的综合行政执法职能。依法对景区内

违法违规行为实施相关行政处罚；一定的经济和部分社会

管理职能。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在法律上明确权利、义

务，使执法合法化。此举有利于景区管委会实现保护开发

建设责权利统一，从而全面提升管委会对大明山风景旅游

区的保护及管理水平。

（四）进一步统筹旅游资源拓展空间

一是明确大明山山体（含大明山保护区和山下９ｋｍ
区域）全部纳入大明山风景旅游区管理委员会的管理范

围，大明山风景旅游区管理委员会负责主导开发建设入口

综合服务区域，统筹协调环大明山旅游资源规划开发。二

是尽快编制完成入口综合服务基地（骆越古都文化旅游

区）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关规划，尽快与武鸣县沟通

协调调整《两江镇总体规划》和《两江镇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加快推进入口综合服务基地（骆越古都文化旅游区）

建设，就近提供优质的吃住行游购娱服务，并不断扩大服

务辐射范围。三是统筹管理大明山风景旅游区范围内的

旅游资源。按照“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经济

发展模式，由大明山风景旅游区管委会对大明山景区的保

护与开发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组织实施景区总体规

划和详细规划，以有效保护和科学合理利用景区内资源。

将南宁城投公司的明顶山庄和临崖别墅、南宁市体育局的

景兴山庄等纳入大明山风景区统筹管理。协调广西电视

台、广西水电调度中心适时将凌鹰山庄、观日山庄纳入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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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适时对周边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将一些有潜力的

旅游资源纳入大明山景区统筹开发管理。四是打造和形

成以大明山景区为核心的旅游品牌和旅游产业发展格局。

以入口综合服务基地（骆越古都文化旅游区）良好的通达

性和服务配套设施为依托，连接环大明山区域周边的金伦

洞、大明湖、三里洋渡等优质旅游资源，打造环大明山旅游

品牌线路。开展大明山生态养生游、大明山休闲度假游、

大明山民族风情游等特色旅游，形成以大明山景区和武鸣

两江镇为中心、辐射带动环大明山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

格局。

（五）进一步增强景区自主发展能力

大明山风景旅游区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资源利用开发

工程，完全依靠财政投入进行开发建设很不现实，必须通

过增强自身造血功能，以形成持续的主导投资能力。第

一，支持做大做强平台公司，提高公司化运作投资能力。

一是着力提高门票收益和旅游经营收益，通过市区免费乘

车上山、完善山下服务设施、增加旅游经营项目等方式，提

高景区对游客的吸引力，大幅增加游客数量；二是将更多

优质资产注入平台公司，并给予土地一级整理开发资质和

政策待遇。第二，市财政继续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和配套支

持。根据《南宁市人民政府工作会议纪要》（［２０１１］３７号）
精神，保证“十二五”时期每年市财政预算安排３０００万元
作为大明山景区建设管理维护资金；市旅游、文化等相关

专项资金可适当倾斜支持；大明山风景旅游区管委会可向

国家、自治区有关部门申请民族、文化、生态、林业、旅游、科

技等专项扶持资金、市本级财政配套支持。第三，用好入

口综合服务基地（骆越古都文化旅游区）开发收益。将大

明山入口综合服务基地（骆越古都文化旅游区）范围内的

土地收益在扣除国家、自治区和武鸣县相关规定计提后，

专项用于该区域开发建设；该区域的财税收入适当留成支

持大明山景区开发建设。第四，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

在执行国家西部开发政策、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已制

定的鼓励中外客商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以及《南宁市大明

山旅游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南府发［２００６］３６号）的基
础上，在土地、税收、其他、投资保障、奖励等方面给予优惠

政策，降低门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由国有独资企业大

明山开发公司搭建旅游区投融资平台，具体组织与实施以

多元化投资为主体的市场运作，不断鼓励和吸引国内外客

商、各类社会资金，特别是有实力的企业以各种形式依法

依规投资大明山景区的自然保护和旅游开发。

（六）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大明山景区区域权限以及行政管辖较为复杂，开发建

设将面临居民安置、协调相关县镇等许多复杂、突出的问

题，需要通过健全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来妥善谨慎

处理的途径，达到营造和谐环境的目标，形成推动景区与

周边农村社区共同发展的合力。一是出台相关政策法规，

为景区开发建设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和法律上的依据。加

快推动南宁市乃至自治区就大明山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立

法工作，制定大明山保护开发的相关条例，建议市政府根

据新形势出台有关明确大明山景区保护开发的体制机制、

发展空间等重要事项的文件。二是建立健全严格的奖惩

激励机制。针对大明山风景旅游区的工作特点，借鉴先进

风景区的经验和做法，研究制定独立的大明山风景旅游区

考核体系，建立科学考核、严格奖惩的制度，作为调动景区

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景区又好又快发展

的有效举措。三是制定能有效带动当地农民致富的政策

措施。旅游风景区与其周边农村社区在社会、经济、文化

及环境等方面存在着紧密关系，二者在旅游开发中应形成

一个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有机整体。因此，应把大明山

景区的旅游开发建设与实现当地农民的增收致富结合起

来，并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比如，大明山上山公路９
公里以下区域为村队集体林区，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给予

补贴；促进职业教育和乡村旅游人才培养相结合，大力开

展面向当地农民的专业技能培训，招聘部分当地农民到景

区工作，促进社会就业，带动农民增收；此外，还可以建设

部分小铺面无偿提供给当地农民经营、鼓励农民发展“农

家乐”等等，让农民分享大明山旅游开发带来的实惠。

（七）着力完善旅游基础功能设施

首先，完善旅游交通设施。重点加快修建大明山风旅

游景区下山公路和通往周边景区的公路，增强旅游的可进

入性和便捷性；增设景区至市区的旅游交通专线，为广大

游客创造安全、舒适、畅通、便利的交通条件。其次，加快推

进山下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建设。积极争取把这个项目列

入自治区重点项目，协调争取获得入口综合服务基地开发

建设用地规模由自治区单列戴帽下达，提高两江镇规模限

制等。再次，完善景区的配套旅游服务设施。加强景区内

旅游公路、生态游道和游览步行道的提升和维护工作，满

足和方便游客的出游需求，提高游客满意度。

（八）重视人才培养，加强队伍建设

人才是加快大明山风景旅游区发展和创建５Ａ景区的
关键所在，如果没有人才，大明山风景旅游区的发展和５Ａ
景区的创建就是一句空话。针对大明山景区现有人才不

足的情况，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第一，要高度重视、科

学制定适合景区人才队伍建设的规划；第二，有针对性、有

计划地培养各类中高级创新型、复合型、实用型的尤其是

旅游策划、经营、管理人才；第三，加强对景区管理人员、导

游人员的培训工作，把提高景区人员的业务水平、服务质

量、综合素质和能力作为培训工作的重点；第四，建立健全

景区引进人才和留住人才的制度；第五，建立健全景区从

业人员的考核制度和激励惩罚机制，以此提高景区从业人

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综上所述，南宁大明山风景旅游区应加大力度，在充

分挖掘、整理和利用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发挥自身优势，突

出民族特色，创建５Ａ景区，打出城市名片，以此提升和扩
大南宁市的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全面推进南宁市旅游业

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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