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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导向旅游产品

规划模式与案例研究
——以湖南省郴州市为例

许峰杨开忠

[内容提要]基于对国内外旅游发展规划演进的认知，本文分析了面向全球化市场需求的营

销导向旅游规划概念提出的必要性及其特点，并着重论述了旅游产品规划设计的基本理论模式，最

后以湖南郴州旅游产品规划为俐进行了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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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旅游业在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搞好旅游业

发展规划，≈l导高层次开发和可持续发展”则是加快

旅游业发展的首要工作。而旅游规划的核心是旅游

产品的开发策划，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旅游规划

的编制质量以及区域旅游发展战略日标的实现。国

I土J现有的旅游规划模式正处于演进发展之中，探讨

一J操作的、具有创造性的旅游规划模式具有重要的

实践指导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旅游规划研究的国内外文献还是有相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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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国内学者比较多的着重研究旅游系统规划的

一般抽象理论分析，对旅游规划所要研究的要素及

其关联、系统结构及自身完善与外在整合等方面进

行宏观层面上的描述、分析与探讨。有些学者则关

注旅游规划的科学性建设问题．从研究方法。发展现

状和指导思想等角度对旅游规划的编制提出了不同

层面的见解。而从实际操作的理论模式出发，探讨

旅游规划编制体例结构的文章尚不多见；少数与之

有关的论文只是将某～区域的旅游规划成果进行了

初步的总结，或者对已有的规划范式进行}I__=总，尚没

有从营销地方的角度探讨旅游规划编制的模式演进

发展。由于旅游规划牵涉面极广，不同学者因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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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背景的燕异从而在规划中对要素的选取、权重的

倾斜、内容的表达等多方面都各有千秋。其中值得

关注的足比较全面沧述旅游规划编制的理论著作已

经出现，_f{．规划体系的构建和国外成果的借鉴等方

面恩有开拓性的意义。但另一方面由于旅游规划涉

及地理、经济、管理等多学科理论，旅游规划理论模

式的探讨不力、旅游规划质量问题的m现也就不足

为奇。

国外学者的研究起步较早，到现在已经形成r

比较成熟的|^J容、方法和程序，出版了大量的理论文

献，并已为我国学者分析研究和引入借鉴，其中可持

续发展的旅游规划思想代表着当代的主流。由于发

轫于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社会结构中，国外旅游规

划研究比较明硅地表现出两大特色：一是对市场信

号的敏捷反映，其主流研究的方向往往是频繁动态

变化、韭!力u注重实践性强的问题研究，在研究过程中

井无统一的模式体例，只是在局部有所尝试；二是对

地方的充分尊重，由于权在地方，规划者通常高度谨

慎地对待旅游地社区的深刻社会问题．侧重旅游地

可持续开发实现的机制与途径。

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正处于旅游大发展时期

的基率情况下，应结合地方旅游实证研究的经验教

lll|，充分吸收国外学者面向市场、敏捷应动的长处，

探讨在区域治理过程中综合各学科之长寻找适合我

国实际情况的旅游规划模式。

二、营销导向旅游规划模式的初步提出

(一)规划要求的发展

当前全球正在经历“三化历程”，即全球化、信息

化与生态化，并存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全球统一大市

场。对于旅游业来说，全球化意味着资源环境平台

的拓展，每一个旅游地都基本上处于大大小小不同

的系统之中，全方位开放理念的构建势在必行；信息

化意味着旅游心理距离的最大化缩短和潜在旅游市

场的无限扩大，旅游经济活动也必将发生根本性的

转变；生态化的本质则体现为协同人类影响的社会

系统动态均衡，对传统静态旅游规划的模式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二)规划模式的演进

旅游规划的主要内容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采取

何种模式虽无一定之规，但其差异性反映出指导思

想的不同。我国早期旅游规划者多从地方自身的资

源条件出发对规划内容逐层推进；其后，由于市场信

哆作用的加强，动态规划模式开始出现，市场分析与

资源分析并重，多学科介入，并强凋市场需求信息的

决定作用；当前，旅游规划的核心倾向于地方能力的

培养，因此“产品导向”规划模式突显。为r进一步

将地方产品培育成为市场品牌，要求规划能准确反

应全球市场环境和竞争格局，“营销导向”旅游规划

开始出现。

(三)营销导向规划的基本特点

营销导向规划的提出尚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

该模式的重要特质是在旅游规划这样一种区域经济

研究内容中全面引人工商管理的概念，将区域作为

“企业”，将区域旅游作为“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营销，

打造旅游地独特的、发展的“企业品牌”，强调营销地

方思想对于各相关学科理沦的统领作用。其主要特

点如下：

1营销观念贯彻始终。规划本身便是一种营

销，完美的规划在区域旅游发展巾的应用足营销过

程的延伸。营销理念要有全面的体现，例如资源分

析不仅要分析已有的、而日要分析没有的，不仅要比

较全球范围内同类别的组群、而lq要比较竞争互动

的其他区域；同样，产品规划要从营销角度出发，在

分析市场基本情况的蕈础r根据营销地方的要求编

排旅游产品网络。营销观念的渗透应当是切中根基

的质变过程。

2．突出战略管理的统领作用。战略管理是宏

观管理层面的重要支撑，在营销导向规划中规划区

域所有旅游开发行动都是从属于统一的战略体系

下，具有内在关联性。战略是营销导向规划的骨干，

从制定到实施再到反馈，最后实现修正都是环环制

扣的。

3．强凋产品的创意与策划。目的，可操作性

的、在战略目标下结合市场需求与地方条件的产品

开发方案f分匮乏。营销导向规划对于产品的整合

开发跳出市场与资源的框子提出总的目标，而后根

据与目标的差距提出市场的促销方案与地方的建设

要求。这种逆向的思考过程既保汪了对科学性的要

求，又使得实际工作有了较为可行的行动"‘划。

三、产品规划的理论框架

营销导向规划模式的最终建立尚待时日，脱胎

于旧有框架的模式创新是通过局部突破实现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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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划核心之·的产品规划设计理应成为首要的关

注点。困此，我们首先从旅游产品规划模式的发展

研究人手，与学界同仁共同探讨该模式的完善与改

进。

(u一)基本模式

对于旅游地来说，旅游产品的含义首先要立足

于确定的地域卒间，从供给的角度整合吸引物、服

务、交通、信息和促销5类要素。其规划模式应该推

进具体组分的市场应动能力和旅游地方营销，对景

点、景区和设施，生活、解说及导游，线路、工具及组

合，导引、咨询及资料和节事、节庆及活动实施统筹

考虑、系统开发的模式。Gunn的旅游地域系统开发

模式为我们进行地方旅游产品开发提供了基本点线

面组合的研究思路，在一定的环境地景借由旅游发

展核心带动以旅游交通为连接组织散落的观光游憩

景观组群，而模式的若下变异充分说明了地方在规

划巾的作用。通过实际工作的研究，笔者认为在规

划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将通俗意义上的“吃住行游购

娱”六耍素视为统一的产品，而且突出要素在时空开

发序列中的安排布置。在历史、资源、环境(包括市

场)分析的基础上，从旅游产品的物质实体出发，以

不同的地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将开发战略和行动计

划的研究内容明确为发展极核及其选取、旅游景观

及其组合、旅游线路及其连接和若干重点旅游区域

的总体分析，从点、线、面三个角度全方位组织旅游

产品开发规划(见图1)。

图1 营销导向旅游产品规划的模式

(二)重点内容

1．发展极核的确定。营销导向规划中发展极

核的选取有着特定的模式，即在历史、资源、环境、市

场分析的基础上，并不急于对旅游资源进行分区或

创意，而足在明晰旅游地域系统总的空间格局基础

上面向核心客源市场确定旅游流中转集散的核心地

域，确定不同等级的旅游发展极核。而非仅仅从现

有的城镇体系规模出发，将区域割裂于外在系统、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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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进行规划设计。

2交通网线的连接。在发展极核附近都会分

布有一定的产品要素，而极核本身通常也是重要旅

游城市或度假地。因此围绕极核便会形成相应的旅

游网络体系，成为旅游产品组合的生命线。交通网

线的连接要形成环线，并发挥带动不同节点协同发

展的作用。

3．地域空间的布局。落实到旅游地实体空间的

产品设计要强调面上要素的整合，也就足不同功能之

间的匹配问题。而这种整合是统一于优秀的创意策

划指导之下的，可以发挥地方优势，培育地方发展核

心能力的。地域之间具有层次结构性，旅游产品在统

一的地方形象之下也有丰富而完整的层次体系。

四、实证研究

(一)战略定位与极核确定

郴州是湖南省南部与广东省交界的重要城市。

以郴卅『城区为核心、以外围的山水双环线的“同心

圆”格局，是郴州山水生态城“整体产品”设计的理念

基础。小内环以人文景观和开发成熟的自然景观为

主．由城区地带沿公路向东北方向至资兴进入“水

环”核心东江湖，是近期生态旅游产品开发的重心，

最外围则是桂东、汝城一带的“山环”，旅游产品的组

合偏向以自然风光的利用为主；向南则分布有非常

重要的“山环”核心区莽山．并结合二江口森林公园

继续向东北方向延伸；』jJ水西环则以欧阳海水库和

连绵的山地为表征，属于中远期重点开发区。

臼前，郴州旅游开发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在东部

东江湖、莽山、温泉等比较著名的成熟景区，旅游环

水线具有优先开发的景观依托，尤其是东半环景观

的观赏效果突出，西部外延地区因交通条件制约，开

发迟缓，但随着郴资桂高等级公路的建设和地方经

济发展的起飞，可孥改变。

根据发展现状和潜力组织好郴州城区、东江湖

和莽山的核心产品带动作用，面向核心湘粤市场确

定“金三角”旅游发展极核，即将旅游发展与地理轴

线上的主要城镇的建设结台起来，从而使“东部扇

面”逐渐成长起来，在主要旅游产品之间形成旅游核

心带。因此，重点建设的发展极核为郴州城、汝城和

宜章三个城市，而资兴的开发则在大区域概念上融

人郴州城区，中远期则要重点建设桂阳、永兴，规划

期末争取主要城市都有比较完善的旅游开发局面；

   



最后要建设为“网络式”环状发展格局，使郴州市的

主要旅游景区都有层次性的日标市场，成为湖南省

晕要旅游节点和湘粤港澳旅游带的旅游中心。

(二)游线廊道组织

l区外入网。郴州的旅游巾心城市的作用虽

然I=i=：突出，但在衡阳和韶关两大旅游分流地的带动

之下可以逐步成为区域旅游的节点。目前郴州区外

旅游线路的开发以南北线为主，东线为辅，西线次之

(见图2)。

冈山

△

衡阳和郴州是湖南4大旅游精品线路之南线，

其中衡山是旅游核心吸引物；韶关是广东的北大门．

丹霞山和温泉度假是其主导产品。南北主线连接与

强化是区外线路设汁的重点。东线目前是山区，但

具有国家级景区景点，如炎帝陵和井冈111，有较大的

差异性和互补性，可以用来组建旅游网络。但近期

形不成比较大的区际旅游线路。桂林虽然是著名的

旅游城市，但目前充当不起带动区域旅游发展的“极

核”作用，因此西部的发展必须依靠内部游线的带

动，靠近南北主游线做文章。

2．区内突出文脉。区内旅游线路网络的建设

并不是数理化的架构，而是追索历史、秉承文脉的具

有生命力的“活线”，这也是设计游路的基本条件。

郴州旅游线路网的基本概念是“环状”，以城区内环

为核心、外有¨I水双环相连的“三环网络”，成为循环

发展的生态链接。旅游环的主文脉为“寿山福地”及

其在山水之间的延展，撮终归结为“健康身心”的大

众概念。而环的设计‘意味着旅程的完满结束。东部

半环和城区环发展比较迅速，是近期建设的重点，中

远期要争取完善西半环。其问的关键是城区内核的

建设，即城市的枢纽作用将足启动旅游线路建设完

善的内动力。

(三)产品策划

l“一水”之东江水域风光带。郴州的“一水”是

以东江湖为核心的整体景观水域。从地域构成上，

它起自汝城热水温泉，经由凉滩码头顺水而至东江

湖库区，畅游之后抵达苏仙区的飞天山，最后在永兴

便江龙华⋯结束。远期包括欧阳海、青⋯垅等水库。

东江湖主景区“情爱面廊”线。东江湖主景区与

郴州“山水城”相呼应，建设“中国清水城”，围绕水文

化做文章，力争成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结合资

兴水资源综合利用之清洁工业项目的建设开发生态

型产业旅游；在全国首批建设“生态旅游示范区”、编

制“中国21世纪生态旅游纲领宣言”、建立“国际生

态旅游节”景观中心广场，在资兴市区开发“水文化”

系列旅游项目。

翠江“E天侠侣”线。E天山风景旅游区之“E

天”意境与中国古代文化有某种意义的契合，而这种

认识也就成为一b天侠侣”线主题芷意的基础。可借

景“武侠文化”的主旨立意，建设—E天侠侣”线．展示

中国侠文化的真谛。根据武侠小说的意境和场景，

修建具有“侠侣”情怀、风格古朴的景点、设施、碑刻

等。利用飞灭的浪漫主义色彩，以神秘、忠贞、传奇

的爱情为飞天山旅游风景区的旅游形象基调，对外

宣传推广。

便汀“龙华胜景”线。东汀湖下游永兴龙华山便

江游线区位优势明显，属干快速增长区。树立“龙华

胜景”的品牌形象，主打水I-．风光和佛国仙境两大主

题。建设古色古香的引景空间，强调由旅游区的亲

水性和丽水性所形成的单向景观空间，突出“一水环

绕处，佛光普照来”的理念构想，重点将丹霞坦洞的

奇异与佛教文化的内涵结合起来进行开发。

汝城热水温泉。位于湘南边陲的热水镇是“一

水”概念的延伸，要树立大区观念力争白成系统并与

汝城的发展结合起来，形成体现山中小城特色的以

温泉为主的休闲度假旅游区，并开发会议旅游。要

加强民间建筑风格的保留与维护，突出“热水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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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温可泉之乡”的山乡文化特色，近期重点开发三

省交界市场。

2．“一Ib”之莽山原始森林山地旅游带。莽山具

有一定的开发成熟度，成为近期“一山”的代表。其

它姗八面Ih、天鹅山、诸Jh山等虽然因交通条件不便

开发滞后，等到条件成熟时也具有可观的开发价值。

莽1Il拥自我国东南部保存最完好、面积较大的原生

型森林植被和丰富的动植物物种资源，要构造以“奇

异风光和奇特民风”为主要内容，以“观光、探险、度

假、会议”为主题，创建全方位开发的国家级综合型

森林旅游区。永昌坪摹地为“莽山蛇乐园”选址，建

设科学中心、繁育中心、表演中心等，发挥莽山稀有

蛇种的优势。

3．郴州生态城。郴州城区晕现“群Ill环绕，一

线穿行”的景观构图效果，其经济发展的重心比较明

显地沿交通干道在郴州市区形成发展集核，这是我

们开发城区游憩商务区的根本切人点。近期重点开

发西部，向107国道延展。在郴州城区外围，五盖山

国际狩猎场、万华岩风景旅游洞穴、仰夭湖南国草原

喇休闲游憩旅游区、苏仙岭历史文化区、王仙岭城市

生态团等共同形成密集的环城游憩带，突出服务郴

卅『城区的功能。

4．重要新产品。“濂学”(周敦颐与《爱莲说》)

是郴州独有的文化财富，建议濂溪书院及其濂溪利

没计方案分为三块：一是纪念性建筑；二是实用性设

施．三是游憩性场所，同时也作为夜间活动中心。五

岭广场现代城市风光区要精致化游憩活动设计和高

档次化周围接待设施建设，广场要与游憩商务区相

衔接，并推广生态型智能化建筑，临街面要进行艺术

化i殳计，安排鲜花阳台和绿地林道，增强观赏性和舒

适感。建没成为郴州的文化娱乐中心，与老城区的

RBD、苏仙岭一起形成郴州城区三大旅游核心产品。

5．节庆活动。郴州国际生态旅游节：依托环

境良好、内容丰富的“山水林洞”举办“生态旅游

节’’可以成为郴州旅游的亮点。要争取树立中国优

秀生态旅游地的形象，率先打响“生态旅游名城”

的旗号，以“山水环线”的自然情怀和“神农精

神”的人文传承树立品牌。项目策划有：水文化系

列活动、体育活动、生态环保活动、水资源产业旅

游等，形成“名水，名城，名品”的整体开发模

式。南岭诸山山地公园活动，以莽山、三江口、八

面山等南半环同系适合开发具有挑战意味的探险、

科考、修学等专项旅游活动，可举办森林探险、火

把节、攀岩比赛、野外生存训练等户外、自助、健

身等系列参与性较强的旅游活动。配合生态旅游节

开发郴州旅游的夜间活动，不仅延长了旅游活动的

时间，而l；；L可以营造出郴州旅游的远古神韵，例如

夜间赏莲、逛夜市、荣楼消夜等，并且可以有意识

的开发一些彼间的大型广场文娱活动。

中国劝农节：利用中国农耕文化和郴州地方条

件的烈重优势，邀请重量级国内外领导人和知名学

者，在“寿山幅地”的郴州开展一系列活动，例如召开

农村工作会议、宣传农业政策与科技、展示农业文化

与特色活动、结合地方民俗开展参与性旅游活动，并

上山下乡到农户，提倡回闩乡野的自然旅游。从远

古的神农文化，到历史上著名的劝农碑，最后发展到

今灭的在郴州各地流传的农耕民俗，无不展现出郴

州在农业——这一深植于中国文化本源的领域内所

具有的独特优势，反映了农耕文化的延续与传播，是

一种提升了的具有地方性的文脉传承。拟建中的郴

州“稻仙园”现代农业示范区就是以此为基础建设

的。可以报请湖南省支持和国债支持，将其作为郴

州市的重要发展项目纳入规划，建设倡导农业文化、

熏视持续发展的新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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