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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党和国家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旨在推动农村地区的全面发展，为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广大农村

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然而，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于贯彻落实，有效运用于

地方实践。本文以作为民族地区的三江侗族自治县为例，在分析当地自然环境、交通条件、经济概况、

文化资源等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研究该地区旅游发展的现存困境，并尝试提出民族地区旅游电商化的对

策，以旅游电商化的可行性路径助推以三江县为代表的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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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Party and State are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iming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provide a rar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cluding ethnic areas. However, the key to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lies in its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 application in local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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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takes Sanjiang Dong Autonomous County, which is an ethnic region,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ocal natural environment,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economic over-
view, cultural resources and other development status, it studies the existing difficulties in the tour-
ism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and attempts to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e-commerce of 
tourism in ethnic regions. The feasible path of tourism e-commerce is used to promote the strategic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ethnic regions represented by Sanjia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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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三江侗族自治县，简称三江县，因其境内有着都柳江、浔江与融江三条大河分别流经，故有“三江”

之名。在地理位置上，三江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是广西唯一的湘、桂、黔三省(区)交界地。三江县具有独特优越的自然环境及浓郁的多民族地区文化，生

活着汉、侗、苗、壮、瑶等各个民族的居民，众多民族文化习俗在此地交汇共融，是一个多民族交融共生

的典型地区，是发展生态和民族文化旅游的“洞天福地”，为三江县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足

的先天优势。但长期以来，三江县由于地处三省区之交界地带，山峦叠嶂，与外地的水陆交通发展滞后，

不仅导致其旅游业发展缓慢，还对三江县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三江县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状况直到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有了根本性改变。自党的十八

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深入推进，以三江县为代表的各地乡村振兴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各行各业兴

旺发达，尤其是其具有独特发展优势的民族地区旅游业，更是呈现繁荣局面。有鉴于此，为更好发挥三

江县旅游优势，助推地方乡村振兴，有必要对其旅游业展开分析，结合大数据时代发展三江县的旅游业

电商化之路。 

2. 三江县旅游业发展的依托 

2.1. 自然环境 

三江县处于北半球低纬度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湿润，冬暖夏热，降水充沛。全年平均气温为 17℃~19℃，

雨热同期，寒暑分明，四季宜耕。一年四季，春多寒冷阴雨、夏有高温大雨，年平均降水量为 1493 mm，

年实际日照数平均 1333.3 小时。土层肥厚，多为有机质含量高的壤土。在优良的温度、降水以及土壤等

自然条件的孕育下，三江县境内林木广布，多为常绿阔叶林带，经济林有杉木林、油茶林、竹林等，形成

了风景优美的山地河谷的林木景观[1]。 

2.2. 交通条件 

三江县交通条件逐年改善。公路方面，三江县形成以 209、321 两大国道为主干道的通达四方的公路

交通网络，境内公路总里程达到 1080 公里，全县 15 个乡镇以及 160 个行政村形成公路畅通的局面。水

路方面，三江县形成以老堡为中心，县内的主要航道有：浔江航道、榕江航道、融江航道等三条航道。改

革开放后，航道治理因公路发达而有所减弱，一般维持投资在 7000 元左右。进入新世纪，由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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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县内旅游业发展的需要，航道整治投资有较大增加，2001~2004 年，航道整治经费每年都在 2 万元以

上[2]。铁路方面，三江县境内焦柳铁路南北贯穿、贵广高铁东西贯通，为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游客提

供了便捷的交通之利。 

2.3. 经济概况 

据统计，2019 年三江侗族自治县 GDP 总量达到 73.92 亿元人民币，经济不断发展，形成以农业为主

要产业的经济发展局面，比较明显的是油茶、茶叶两大产业。油茶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江县把油

茶生态经济产业作为打赢脱贫攻略战、持续稳定农民收入水平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支柱产业推进，

全县油茶年产值达 13 亿元，每亩年产油达到 30 公斤以上，比现在油产量增长 5 倍以上，实现贫困户人

均 1 亩高效茶、人均增收 3000 元以上的目标[3]。茶叶方面，三江县作为“中国名茶之乡”“全国重点产

茶县”和“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三江具有生产优质茶产品的优越生态环境和得天独厚的茶产业发展

基础。早在 1996 年，三江就把茶叶农业产业作为特色支柱产业来抓并将发展茶叶种植作为脱贫攻坚的抓

手予以重点扶持。推动三江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促进三江茶农增收、茶企增效、茶市繁荣进而促进三

江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迫切需求[4]。另外，三江县的服务行业尤其是餐饮业和酒店业的快速发展，县

内出现了雅斯特全国连锁酒店、侗乡国大酒店、维也纳酒店等大型酒店，为游客提供了舒适的下榻环境，

更好地满足游客的身体和心理需求。 

2.4. 文化资源 

“桂林山水甲天下，民族风情看三江。”三江县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唯一一个侗族自治县，侗族、

苗族、瑶族、壮族等少数民族祖祖辈辈在此繁衍生息，孕育了璀璨无比的民族文化。三江县的民族特色

历史文化是它鲜活的灵魂，当地人关注、发掘三江的自然环境与人文资源价值在县城的发展中起到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具有侗族特色的风雨桥、鼓楼对于来访游客、学者都是最大的吸引点。并且，由于政府

的重视、民间的行动，境内形成了程阳景区、八江景区、孟江景区、溶江民间文化艺术旅游区、斗江–高

基–和平生态休闲旅游区等著名景区。这为三江县发展第三产业奠定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 

3. 三江县旅游业的发展困境 

长期以来，三江县属于国家级深度贫困县行列。不过随着近几年三江县高铁的开通，“精准扶贫”

等国家政策的提出，三江县依托地理位置、气候环境、人文景观等优势，将区域资源、历史文化底蕴与

旅游产业结合起来，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尤其是侗族的特有建筑风雨桥以及侗族鼓楼，使得三江县的

第三产业更加具有民族特色文化历史的开发价值。以上优势大力推动了三江县的经济发展、多民族地区

的民族团结及脱贫攻坚进程，三江县人民坐上了脱贫致富的高速列车。2019 年 11 月 14 日，三江侗族自

治县更是被生态环境部评为第三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然而，三江县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综合经济实

力还是相对薄弱，经济总量小，难以对旅游业形成有效的配合效应以及经济支撑；二是工业经济发展动

力不足，占经济总量低，无法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不能很好的对旅游业起到增加旅游工业产品的销售

收入；三是农业发展规模较小，生产水平低，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未能够有效建立起来，也难以支撑旅

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未能有效地挖掘出来，没有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更多

独具地域、民族的特色文化资源没有充分展现，不能以地方最大的旅游吸引力招徕更多的外地游客。 
总之，三江县受制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第一第二产业发展有限、地方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开发不足

等各种原因，未能对各地游客产生较大的吸引力，导致其旅游业知名度不高、旅游业发展规模有限、旅

游业创收不足，进而旅游业难以转化为当地乡村振兴的强大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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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江县旅游业电商化的发展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

深度融合。”这为三江县旅游业解决目前面临的难题提供了很有启发的思路。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业，

势必要与先进的制造业、现代农业相互融合，达致联动发展的效应。结合三江县旅游业的发展实际，由

于三江县缺乏完整产业链和先进制造业的分布，所以应借助大数据时代的电商力量，以电商为牵引，整

合三江县旅游业与农业的联动互融发展，盘活三江县乡村资源、激活地方旅游产业，推进旅游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深化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4.1. 统筹规划旅游线路电子化 

经过整合规划，三江县目前主要有五大主要旅游线路，分别为： 
A 线：程阳一日游 三江县城–程阳桥–马安寨鼓楼侗族歌舞表演–三江。 
B 线：孟江一日游 三江县城–程牛梯田–座龙寨–八协侗寨–岜团人畜分道立交桥–独峒(童子芦

笙表演)。 
C 线：老堡一日游 三江县城–和里、南寨人和桥、鼓楼、南寨侗族油茶歌舞–产口千年古榕–乘船

游榕江–参观三江县古县城(怀远镇、老堡镇)。 
D 线：桂林–龙胜–三江–肇兴–从江–榕江–雷山–凯里。 
E 线：柳州–融水–三江–龙胜–桂林。 
以上所规划的旅游线路，比较全面系统地整合三江县现有著名的旅游景点和项目之间的路线串联，

为游客在三江县内游玩出行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行程方案。但是，主要旅游线路不会自动被游客所认识和

记忆，还需要通过电子化的形式来向广大游客进行推广和宣传。比较切实可行的路径是将五大主要旅游

线路以电子化的形式上传到电商小程序，让每一位到来的游客可以用智能手机操作，自主进行旅游线路

的比较选择。 

4.2. 旅游中的生态农业产品电商营销 

三江县地处亚热带山地丘陵地区，雨水充沛、冷暖适宜，具有悠久的农耕历史，早在清代时期，三

江县产出的油茶、茶叶就已经畅销广西、广东等地，以优异的品质受到市场的欢迎。互联网经济已与每

个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电子商务市场对于整个零售业的影响也是难以切割的，因此茶商应充分接受消费

者的网购习惯，并积极主动推进全新的网络营销新模式[5]。在旅游电商化的过程中，三江县的油茶、茶

叶等地方特色农产品，应积极加大对油茶、茶叶等地方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建设力度，凝聚产品知名度。

具体而言，三江县应采取多维度、多渠道的方式，在游客来到之前就能通过抖音、快手等各种互联网平

台认识到三江县的特色农产品；在三江县旅游过程中通过当地的实地广告宣传、电商小程序的适度推送，

让游客知晓地方特产甚至直接购买；在游客结束三江县行程之后，仍然通过各种电商平台推介农产品，

增加电商助农的力度，扩大三江县油茶、茶叶等生态农产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提升三江县生态农产品

的市场竞争力，为三江县生态农产品发展提供良好的旅游助农氛围。另外，研究发现政策支持可以促进

农产品电子商务形成产业集聚，并逐步形成品牌效应，促进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6]。因此，三江县政府

也应该为农产品电商营销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 

4.3. 旅游文创产品的电商营销 

三江县历史底蕴厚重，民族文化风情万千，有风雨桥、侗族鼓楼、北王宫等众多名胜古迹，文化资

源丰富。在游客尽情体验三江县当地历史文化古迹的同时，为了达到旅游业创收增收的目的，致富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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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可以更加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将三江县独具特色的民族建筑、民族服饰、民族乐器等文化标

识进行再创作，塑造成具备三江特色的旅游文化产品，不断 IP 化、品牌化。更重要的是，以网络电商平

台的方式对独具特色的三江县文创产品的创作过程、制造流程、物流配送进行深度整合，以互联网的思

维、电商化的方式发展三江县旅游业的文创产业，灵活运用各类媒体平台，充分运用互联网平台做好文

创产业的宣传工作。在网络时代，大多数网民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因而，要顺应这一趋势[7]。让电商

成为三江县旅游业的突破口，促使旅游业不止于单纯的旅游，还能令文创产业成为三江县旅游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如此一来，以电商化的方式运营三江县旅游文创产业，不仅能为当地带来增收致富，推动乡

村振兴，也能让外地民众更好地感受地居中国西南腹地的三江县所具有的民族文化魅力与历史底蕴。 

4.4. 旅游中衣食住行的电商化运营 

发展旅游业，游客是旅游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游客一到旅游目的地，不止游玩产生直接消费，

而且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都产生大量的间接消费，这是旅游业能带动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

要原因。三江县旅游业也是有着衣食住行等各行各业作为支撑，成为旅游业繁荣发展的基础之一。但是，

三江县旅游业目前面临着旅游业发展规模有限、旅游创收不足等困境，需要以电商化的方式对旅游业进

行提质改造，而衣食住行作为旅游业的支撑行业，也需要走向电商化的路径。 
首先是衣服方面。这里的衣不是指人们日常所穿的衣服，而是以旅游业为导向的民族特色服饰的出

租销售。三江县作为一个侗族、苗族、壮族、瑶族等各民族的聚居之地，其衣服饰物也充斥着各具特色

的民族风情，对外来游客具有吸引力，有着一定的经济价值。因此，可以充分运用电商化的运营手段，

把各式各样的民族服饰相关信息发布在相关电商平台，设置好合理的价格套餐，面向游客出租、售卖服

饰，并提供有偿旅拍服务。 
其次是饮食方面。三江县的“中国油茶之乡”名号久负盛名，已经成为三江县人民的重要经济来源。

酸鱼、酸肉、鱼食、稻花鱼等民族饮食口味独特，可以起到吸引外来游客胃口的作用。在当地饮食发挥

农家乐营业模式的基础上，将饮食运营电商化，所有饮食的价格、评价、特点等信息发布网上，针对浏

览用户发放优惠券以及规划好早中晚饮食的搭配推荐，并且直接提供网上套餐购买方式，明码标价，为

游客提供清晰、便捷、透明的饮食服务。 
再次是住宿方面。在已有全国连锁酒店的基础上，着力宣传当地侗寨、苗寨等特色酒店，以互联网

思维、电商化运营方式将三江县特色与非特色酒店的住宿信息、价格发布至电商平台，并借助携程、飞

猪等旅游平台把住宿价格“打下来”，以物美价廉的品质打动游客的心，让游客享受到“宾至如归”的优

良体验。 
最后是出行方面。三江县交通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县城内外往来便利的局面。三江县域范围已

有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等多种出行方式，但是存在各种出行方式之间不衔接的问题，而三江县旅游

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要有便捷出行、无缝衔接的交通方式。因此，可以采用电商化运营的方式，将三江县

已有的各种交通方式统筹优化，不断使出行数据化、智能化、网络化，让游客以更为方便省事的方式约

到车、约好车，享受旅游出行的“省时省心”。同时，以电商化方式将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的价格、

线路、个性化定制等信息公开化、透明化，让游客在制定出行计划时，就能对出行时间和费用了然于心。 

4.5. 旅游导游行业的电商化 

三江县拥有众多原生态的自然风景与民族历史文化的景观，外来游客如果没有提前做好信息了解，

可能会出现不能很好地体会当地自然与人文的外在和内在审美的情况，于是，具有了解三江县风土人情

的专业性导游便应运而生。根据电商化的运营理念，三江县可以把所有导游的个人简介、专业背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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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经历、服务价格等信息发布于小程序、电商平台等网络空间，以便供游客合理、自主选择，增强三江

县旅游行业的配套服务，以高质量服务更好满足新时代民众的旅游需求。 

5. 结语 

三江县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及多民族聚居共生的文化优势，在发展旅游业方面可谓具有很大

的先天优势。然而，三江县受制于第一第二产业发展不足、传统民族历史文化未能更多转换成现实的文

化旅游资源，故而三江县旅游业存在着旅游知名度不高、旅游业发展规模有限、旅游业创收不足等种种

现实困境，使得具有先天优势的旅游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进而无法成为三江县域乡村振兴的强大

内生动力的支柱行业。因此，在新时代互联网及电商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以电商化理念运营三江县旅游

业具有切实可行的优势，本文也从旅游线路、农产品、文创产品、衣食住行、导游等方面提供三江县旅

游电商化的具体对策，为旅游电商化助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较为合理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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