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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归纳旅游地吸引力概念、构成以及特点的基础上 , 深入分析了襄樊市自然环境与旅游资源、文化、区位与交通、经济以及城市整
体形象等旅游吸引力的影响因素, 提出了襄樊市旅游吸引力的提升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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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ourismattractiveness concept ,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were summed up .The effective factors of tourismattractiveness i n Xiang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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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地吸引力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过程, 它不但取决于

旅游地的资源魅力 , 而且还和旅游地的服务水平及综合环境

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此而形成的综合吸引力实质上是一种结

构性的吸引力[ 1] 。襄樊作为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

国优秀旅游城市”, 与同类城市相比, 旅游吸引力仍然较小 ,

因此研究襄樊市旅游吸引力影响因素以及提升对策非常

重要。

1  旅游地吸引力的概念和构成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吸引力的概念虽然表述上不尽相同 ,

但根本意思是一致的, 可以归纳为: 旅游地吸引力是指旅游

目的地能促使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形成旅游需求, 最终将

潜在的旅游者变为现实旅游者的一系列吸引要素的有机

融合。

对于城市旅游吸引力的构成, 国内外也有不同的探讨 ,

Peter 将旅游吸引力的要素大致分为文化吸引力、传统吸引

力、风景吸引力、娱乐吸引力以及其他吸引力等[ 2] 。保继刚

认为, 从分析的角度看, 城市旅游吸引体系的构成内容主要

包括形象吸引、活动吸引、设施吸引、景观与环境吸引、氛围

吸引和服务吸引等[ 3] 。彭华将城市旅游吸引力分为以下几

个类型: ①自然与文化遗产类; ②公务( 政务) 类( 政治中心) ;

③经济类 ; ④文化类; ⑤信息、科技类; ⑥环境类 ; ⑦娱乐类 ;

⑧形象类[ 2] 。聂献忠认为 , 城市旅游吸引力主要包括以下要

素: ①自然和人文景观吸引力; ②运动设施和场地( 如狩猎、

冬季滑雪) ; ③休闲设施和场地( 如钓鱼、高尔夫球场等) ; ④

健身与疗养地( 如温泉、矿泉和健康胜地等) ; ⑤城市吸引力

( 城市与乡村的差异) ; ⑥落后吸引力( 落后城市的原始风光

或落后的场地、设施) ; ⑦事件吸引力( 如奥运会、世界杯等) ;

⑧发达吸引力( 如迪斯尼等) ; ⑨向往吸引力( 人们心理的追

求或渴望) [ 2] 。

2  襄樊市旅游吸引力的影响因素

襄樊市作为湖北省第二大城市, 具有“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中国魅力城市”等称号, 其旅游吸引力主要有自然环境

与旅游资源吸引力、文化吸引力、区位吸引力、经济吸引力和

城市整体形象吸引力等, 下面对各要素及其作用进行分析。

2 .1 自然环境与旅游资源吸引力  自然环境和旅游资源是

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的基本载体, 其吸引力往往构成城市旅

游吸引力的重心, 左右着该城市的知名度[ 1] 。

襄樊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现有各类名胜古迹和旅游景点

700 余处。2006 年, 襄樊市A 级景区达到了18 家, 其中 , 既有

以人文见长的传统景区 , 也有以优美自然景观、漂流攀岩探

险运动、高科技农业等各具特色的新兴景区; 省级景点30 余

处,2 处国家级森林公园、6 处省级森林公园。市内有古隆

中、广德寺和米公祠等7 大风景区。从隆中景区2000 年被评

为国家4A 级景区的建设开始 , 全市上下形成了促进景区升

级达标的良好氛围。

2 .2 文化吸引力 城市文化特征与文化设施决定了城市旅

游的特色 , 是海内外旅游者希望领略的内容之一。城市文化

不仅蕴含于景观与活动项目之中, 还包含于服务文化、社区

文化和环境文化中[ 2] , 旅游者感知的不仅是各种物化实体 ,

而且包括非物化的情调和氛围。

襄樊是有2 800 多年建城史的文化名城, 而文化艺术则

使襄樊更加妩媚多姿 , 她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汇合地。

2007 年“诸葛亮出山1 800 年纪念活动”的开展, 对提升襄樊

市的旅游吸引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还有以襄阳古城池为

中心的人文景区( 包括米公祠、樊城明清会馆区、绿影壁、昭

明台、北街和临汉门) , 这是一个集中体现襄樊历史文化特征

的景区。有资料表明, 在全国人文旅游资源景系的50 种分

类中, 襄樊拥有历史遗产、抽象人文吸引物和现代人文吸引

物等33 类, 占总量的66 % , 是全国同类城市中少有的天人合

一的优秀旅游城市。

2 .3  区位与交通吸引力  襄樊位于中国中部, 湖北省西北

部, 汉江中游,31°13′～32°35′N,110°45′～113°47′E, 地处我国地

形的第2 阶梯向第3 阶梯过渡地带。全市土地面积1 .97 万

km2 , 总人口600 万人, 其中市区面积3 564 km2 , 人口254 万

人, 是鄂、川、豫、渝及陕毗邻地区唯一的大城市 , 是湖北省第

二大城市。交通方面今天的襄樊已形成了1 条汉江,2 座机

场,3 条铁路,4 条高速公路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

2 .4 经济吸引力  襄樊是湖北省2 个省域副中心城市之

一, 地处鄂西北, 省外与豫、川、陕及渝相毗邻, 由于特殊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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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这5 省中的11 个地( 市) 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省际

毗邻经济区”。为此, 这些地( 市) 还协商成立了“中国中西部

经济技术协作区协调委员会”。襄樊市因其特有的区位、交

通、经济优势, 在湖北省属副中心城市, 并在鄂西北和鄂、豫、

川、陕和渝毗邻地区是唯一的“中心大城市”。对这些地区来

说, 因其都处于省市的边沿, 各省市的中心城市都难以顾及。

襄樊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将大大强化襄樊作为这

一地区的“中心大城市”地位, 增强其辐射功能, 推动鄂西北

和鄂、豫、川、陕及渝省际毗邻地区的经济发展。

2 .5 城市整体形象吸引力 旅游形象是影响潜在旅游者做

出旅游地选择的重要因素。形象、生动、具有吸引力的旅游

形象对于吸引旅游者, 更有效地宣传旅游地, 指导旅游地规

划、设计和发展 ,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襄樊旅游的整体形象定位为:“山水秀美古隆中, 魅力和

谐新襄樊”[ 4] , 与此同时, 针对不同的客源市场又有不同的宣

传口号 , 从而最大可能地吸引客源。早在1986 年襄樊就被国

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根据其历史文脉提出

了“探访三国文化 , 领略荆楚风貌”的口号;2004 年襄樊当选

为中国十大魅力城市之一 , 据此被称为“人文古城, 魅力名

市”; 根据其园林城市的口号提出“山水城市, 和谐襄樊”;2006

年3 月31 日“全国绿化模范城市”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 襄樊当选为其中之一, 据此又提出“走进襄樊, 投入绿色

的怀抱”、“襄樊, 绿洲中的明珠”“和生态旅游, 绿色襄樊”等

口号。

3  襄樊市旅游吸引力提升策略

3 .1  明确龙头旅游产品 ,进一步丰富旅游市场 襄樊旅游

要充分运用襄樊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 确立龙头产品项目 ,

襄樊市的开发重点应集中于以古隆中、襄阳古城为核心的三

国文化游。根据三国人物、三国故事等资源特色, 将三国遗

迹开发完善 , 构建成三国文化体系, 将古隆中、黄家湾、马跃

檀溪和水镜庄等连为一体, 再现三国故事景观 ; 以薤山避暑、

保康温泉等为主, 形成一条以休闲、度假、保健和疗养为主的

旅游线; 修复襄阳古城墙、绿影壁、襄阳王府等, 加强修建仿

古一条街, 突出襄樊历史名城的特色; 加强襄樊与武当山、神

农架、明显陵和南阳等地的旅游合作 , 形成“游武当山必游隆

中、谒显陵必谒武侯祠”的旅游新局面; 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

孔明菜、诸葛羽扇及米芾书画等旅游商品。进一步开发新的

旅游产品, 如保康九路寨是襄樊市旅游资源中尚未开垦的处

女地, 是襄樊乃至湖北未来旅游经济发展的希望之一[ 5] 。

发展襄樊旅游业需要在明确特色、把握重点的同时, 努

力搞好旅游6 要素的协调, 这也是襄樊乃至全国旅游业深化

发展的基本思路, 是旅游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趋势。

3 .2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注重保护环境 加强旅游景区与

外界的交通建设, 进一步强化与外界的可通达性, 同时也要

搞好景区内部不同景点间的道路建设。路面该硬化的要硬

化, 宜“野径通幽”的要保留“野径”特色, 但一定要改变“晴天

一身土 , 雨天一身泥”的局面。还要重点解决游客食、宿上档

次, 价格及优惠政策问题。旅游饭店建设要严格控制, 饮食

要突出地方特色 , 要向多样化发展, 住宿虽以、中低档为主 ,

但也要做到层次齐全、服务周到。

3 .3  明确形象定位, 加强宣传力度  以“山水秀美古隆中 ,

魅力和谐新襄樊”为定位比较符合襄樊现有的形象基础, 能

够显示城市特色。在旅游形象确定后, 应通过城市景观管理

促进城市形象的建设 , 通过开展系列旅游活动来突出旅游形

象, 通过有针对性地宣传促销来强化旅游形象。旅游形象开

发是一项系统工程。襄樊市的旅游形象塑造与推广方式也

是一个动态循环发展的过程, 需要凭借信息传播媒介不断反

馈游客感受和认知的信息, 进行分析和总结, 用鲜明和稳固

的旅游形象来塑造和传播襄樊市 , 进而达到提升襄樊市旅游

吸引力的目的。

3 .4 完善旅游管理体制, 提高旅游人才素质  完善的旅游

管理体制是激发旅游动机的政治前提。目前襄樊存在着旅

游法规不健全, 经营秩序混乱的现象。旅游者的正当权益得

不到保护 , 旅游者“花钱买罪受”, 被宰被骗, 屡见不鲜。借鉴

其他地方的管理经验, 如河南省在黄金周期间 , 对所有入境

旅游车辆免收一切过路费, 这一举措对游客产生了极大的吸

引力。旅游管理机构应充分利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 , 使

襄樊旅游业提供的产品、设施、服务、交通以及通讯市场化、

国际化、安全化、现代化和网络化。并且通过旅游方面的专

业和在职培训, 培养合格的旅游人才, 建立相应的旅游资格

顾问或服务证书考试制度, 有效地改善旅游服务。应当在导

游中率先培养生态旅游意识, 以加强其对旅游者保护生态环

境科普教育的宣传, 提高旅游者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

3 .5  加强信息化建设, 建立“数字旅游”信息系统  “数字旅

游”是数字地球在旅游业中的应用, 也就是把各种有关旅游

的信息用数字化的方式存入电脑, 并将其发布在网上, 给旅

游的供需提供及时的信息, 使旅游业的供给与需求达到动态

均衡, 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襄樊市“数字旅游”信息系

统中应该包含襄樊市的数字化地图 , 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和

旅游服务设施( 涉外机关、旅行社团、旅馆、交通、邮电、医疗、

娱乐场所和商场等) 等的仿真数据和模型, 以及各种旅游服

务信息、旅游资源信息等各方面的图形数据、图像数据、属性

数据、多媒体数据、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等。我国旅游信息

化发展迅速 , 但襄樊旅游信息化建设还未起步 , 应尽快建立

襄樊旅游信息化产品 , 对旅游者提供旅游景点及服务设施的

全景展示, 构建起有组织、可交互的虚拟场景, 实现虚拟漫

游, 满足旅游消费者的需求。

3 .6  大胆探索旅游发展模式, 引导全社会办旅游  政府机

构一定要明确职能, 在发展模式上大胆探索, 寻找新的市场

主体, 拓展市场融资渠道 , 引导全社会办襄樊旅游, 是加快襄

樊市旅游发展、提升旅游吸引力的重要途径。具体可以通过

招商引资的办法, 招真正有实力的投资者, 整体规划开发经

营。比如引进国外资金、国内大型旅游企业和省内外民营企

业对襄樊市旅游业进行开发经营。政府相关部门只管文物

保护和生态保护的行政法规, 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其他交

给投资者。这一点湖北钟祥市已经有成功的经验 , 钟祥的明

显陵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 他们把包括明显陵在内

的全县旅游资源如漳河水库、黄仙洞等一起打包租赁给了著

名的东星旅游公司,3 年来, 获得了十分明显的经济回报。钟

祥的模式是完全可以借鉴的, 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 襄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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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性; 节庆的主题、内容和形式要在充分了解游客的欣赏

爱好和审关情趣的基础上决定; 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将旅

游节庆与商贸活动结合起来, 同时应遵循资金筹措多元化、

活动承办契约化、管节办节规范化市场化等市场经济的基本

规律和原则。

3 .4  节庆效益双重化 节庆旅游作为文化和经济的载体功

能是同时进行、同时实现且不可分割的。举办旅游节庆活

动, 展现的是多姿的文化色彩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离开了文

化内涵, 节庆就会停留在较低档次上, 不会有较快、较好的发

展前景; 而没有经济内容的节庆是没有生命力的, 路子必然

会越来越窄, 最终失去竞争能力。如果把节庆活动看作是一

个生命体的话, 那么本土的民间传统文化就是其基因、血缘 ,

这也是节庆活动所应反映的朴素和本真的气质[ 10] 。如果节

日不能从某种程度上正确反映当地人一些实质和灵魂性的

东西, 那么它给游客的经历将是残缺不全的、易混淆的, 或是

空洞的。放弃对商业利润和影响力的专注追求, 将节庆办成

一个居民所喜闻乐见的节日庆典 , 才不至于扭曲节庆应有的

气质, 使节庆变得扭捏造作。河南省在举办各项旅游节庆活

动时, 应摒弃过度重视经济效益的短视行为, 切实从保护地

方文化的高度重视文化与经济的相互渗透问题。

3 .5 节庆参与大众化  节庆旅游要实现大众化, 就必须摒

弃“领导坐台、明星跑台”、“旅游搭台、经贸唱戏”的陈腐作

法, 应面向民众、根植民众, 坚持开门办节, 办大众化的节。

只有根据市场需求, 设计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 才能吸引

当地居民的参与, 进而使游客能从亲身参与中感受节庆旅游

的美好和快乐, 这样才能聚集人气、活跃节日气氛, 吸引游

客。正如西班牙潘普罗那市市长所说“节庆的魅力不在于市

政府为奔牛节所安排的156 个活动, 而在于亲临其境感受节

庆的人文氛围, 在于与众多的能够参与并陶醉于节庆的人群

为一体的机会中”。在操作上具体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是

摒弃举办方向公众赠票的方式, 以其所带来的相关产业的经

济收入为支撑, 鼓励公众参与其中, 逐渐扩大声势和影响范

围; 二是节庆旅游中的部分项目由公众展示; 三是尝试社区

建设, 联合举办地各社区之力, 让市民广泛参与; 四是开门办

节, 在旅游节的筹备及举办过程中, 应鼓励市民和旅游者来

电、来信对旅游节活动的提出各种建议和设想 ; 五是要始终

坚持贴近生活, 符合需求, 抓住热点 , 以百姓喜闻乐见、踊跃

参与、真心接受的欢快形式, 营造节庆活动氛围。

3 .6 节庆主题特色化  一定要在民族特色、地域特色、文化

特色、时代特色上下功夫、做文章, 把节庆办成时代性强、有

特色、有新意的时尚性节日。应在评价当地旅游资源和历史

文化资源特色、产品与服务质量以及分析目标市场的构成及

兴趣的基础上, 寻找具有“唯一性”、“特殊性”的节庆主题, 紧

扣当地形象定位, 确定主题内容。在选择主题时, 要有较为

宽泛的文化背景( 如地域文化、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商业文

化、饮食文化等) 作基础[ 11] 。在确定节庆名称时, 应有鲜明性

和包容性, 使中外宾客一目了然, 并使他们感到自己身处主

题范围之内。主题确定之后, 在内容上应注重地方文化的挖

掘, 在形式上要注意注入新的文化元素 , 活动内容也应在常

规项目不动的基础上更换一些更富有时代特色和创新的项

目, 使每届参加的游客都能获得不同的体验和感受, 从而把

地方文化的深刻内涵和活动表面的创新很好地结合起来。

3 .7 节庆培育品牌化  节庆活动作为潜力无限的旅游产

品, 要参与竞争、做大做强 , 就需要政府主导、着力培育和宣

传, 实施品牌战略, 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在形式、内容、规

模、组织上不断探索新思路、亮出新举措、创出新特点, 使节

庆活动的内涵丰富完善、自我超越, 以“新”铸品牌 , 以“新”聚

人气, 年年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河南省应充分利用已

有节庆在资源、文化、旅游政策和产业信誉等方面的优势, 从

打造品牌化、多元化、系列化的节庆旅游产品战略出发, 在节

庆举办时间内, 以市场为导向, 围绕节庆主题 , 通过整合当地

资源、经济、产业、文化等要素, 进一步规范节庆旅游产品, 提

高产品质量、档次 , 增强其竞争力, 并向国内外市场进行全方

位的推介, 以逐步形成一批不同类型的、高端市场和大众市

场协调发展的知名节庆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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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大胆地尝试[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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