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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视角下西昌市区
彝族文化氛围提升研究

罗良伟





◆３　　　　 ◆

摘　要

放眼未来，我国旅游业的增势明显，西部广大民族地

区的旅游业发展之势更是欣欣向荣、不可阻挡。经济社会

发展滞后的现实决定了在近期，西部广大民族地区不可能

输出大规模的出境旅游人次，但西部广大民族地区良好的

生态环境和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资源等资源禀赋注定了该

地区是大量国内外游客的旅游目的地。

城市是人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人类社

会的发展，城市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功能不断完善。当前，城市化在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地蔓

延着。城市不再仅仅是区域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也

成为了旅游活动的中心，并且，其在旅游中的地位也越来

越重要。城市旅游与城市游憩作为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也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从旅游的视角反思和规划城市以

增加城市的休闲游憩功能，越来越受到城市建设者青睐。

西昌市城区民族文化氛围提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民俗学、民族文化产业学、旅游学、城市旅游学、城

市建筑学等专业知识。本文在对相关概念和理论做系统介



◆４　　　　 ◆

绍的基础上，用ＳＷＯＴ分析工具结合西昌市区旅游业发展

条件分析了西昌市区彝族文化氛围提升的环境条件，并对

如何提升西昌市区彝族文化氛围提出了相应的战略对策。

关键词　城市旅游；彝族；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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