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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旅游强省背景下的湖南旅游

演艺品牌发展对策 ①

罗栋
（湘潭大学 旅游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旅游演艺品牌建设是实现湖南省建设“旅游强省”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湖南旅游演艺品牌具有良好的发
展基础和发展前景，同时，也存在演艺产品内容趋同、品牌营销乏力、市场投资回报不理想等问题。在中国旅游演艺产业

发展机会与挑战并存的新形势下，湖南旅游演艺品牌应着眼于四方面的建设：全力提高湖南旅游演艺产品的特色和质

量，大力推动湖南演艺品牌的市场化运作机制，着力构建湖南旅游演艺品牌的整合营销模式，积极完善湖南旅游演艺行

业的管理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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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５月，湖南省出台《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旅游强省的决定》，全面迈入建
设旅游强省新阶段。湖南旅游演艺品牌建设具有良好的资源基础，在早期发展过程中长期居于全国领

先地位，具有做大做强的现实条件。如何建设好湖南省旅游演艺品牌，值得深入研究和探索。

１　建设旅游强省背景下推进湖南旅游演艺品牌建设的价值
推进湖南省旅游演艺品牌建设，既是湖南省旅游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方面，也是湖南省文化

产业和文化事业迈向新高度的推动力，是湖南省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

１．１　建设湖南省旅游演艺品牌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一方面，旅游演艺品牌的建设，可加速湖南省旅游模式从单一观光游为主向多样化、复合型的多元

化旅游模式转变，提高湖南省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另一方面，优秀的旅游演艺产品，延长了游客的

逗留时间，拉长了旅游产业链条，显著增加了就业机会，带动了餐饮、宾馆、房地产和运输等相关产业的

发展，实现旅游产业结构转换升级发展，实现对经济的辐射作用和拉动作用，实现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

水平提高。

１．２　建设湖南省旅游演艺品牌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
建设旅游演艺品牌，带动了湖南省劳动人口的就业，使人民群众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提高人

民群众收入水平，同时，也可吸引在外打工的青年回乡创业致富。参与旅游演艺品牌运作，成为旅游演

艺产品演员，也提高了当地人民群众的艺术素质。物质收入提高了，生态环境改善了，文明素质和艺术

素质提高了，日子过好了，老百姓自然也就满意了。

１．３　建设湖南省旅游演艺品牌具有很强的文化价值
旅游演艺本身就是旅游与文化融合的产物，加快旅游演艺产业发展，极大拓宽了旅游的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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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具体手段之一。旅游演艺品牌的建设必将推动湖南省文化产业

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提炼湖南省独特的文化特质和内涵，与旅游产业相融合，通过旅游演艺呈现和传播

具有鲜明湖湘特色的优秀文化，本身就是对文化的一种极大促进和弘扬。

２　建设旅游强省背景下湖南旅游演艺品牌发展的ＳＷＯＴ分析
ＳＷＯＴ分析法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由美国管理学教授海因茨·韦里克（ＨｅｉｎｚＷｅｉｈｒｉｃｈ）提出来的，

通过对被分析对象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优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劣势）、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机会）、Ｔｈｒｅａｔｓ（威胁）等加以综
合评估与分析得出结论。

２．１　湖南旅游演艺品牌发展优势分析
第一，湖南旅游资源丰富，丰厚的、独特的旅游文化资源是旅游演艺品牌做大做强的资源基础。得

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庞大稳定的旅游客源，湖南省具有建设旅游演艺品牌的资源

基础和条件。湖湘文化的长期浸润，大湘西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人文风物和历史文化、湖南韶山等地红

色文化基因的融合，这些都是湖南旅游演艺发展的文化根基和湖南旅游演艺成长的沃土。

第二，湖南省旅游业发展迅速，旅游市场也逐渐成熟，具有旅游演艺品牌做大做强的市场基础。

２００９年，湖南省旅游总收入首次超过千亿元，跻身全国十强，旅游产业素质明显提高，实现了由旅游资
源大省向旅游产业大省的转变。２０１２年湖南省旅游产业发展呈增长态势，全年接待国内游客３亿人
次，旅游总收入达２１８０亿元以上，同比增长２０％以上，实现三年翻番，跨上两千亿元的新台阶。２０１３
年湖南省接待国内旅游者３．６亿人次，比上年增长１８．３％，实现旅游总收入２６８１．９亿元，增长２０．０％；
２０１４年，全年接待国内外旅游者突破４亿人次，达到４．１２亿人次，同比增长１４．３９％；实现旅游总收入
突破３０００亿元，达到３０５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８％。

第三，湖南发展旅游演艺起步早，发展快，品质好，影响力大，具有旅游演艺品牌做大做强的产品基

础。张家界旅游演艺发展最早，也发展最好，正努力打造成为“中国旅游演艺之都”。张家界旅游演艺

产业萌芽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２００６年开始兴起，２００７年就已经基本形成了较完备的旅游文化演艺产业
体系。２０１０年，首批旅游演出类《国家文化旅游重点项目名录》全国３５台节目入选，其中湖南占据３
项，湖南长沙的《梦幻之夜·又唱浏阳河》、张家界的《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和《张家界·魅力湘西》

名列其中，在全国旅游演艺市场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荣获该名录旅游演出

类节目的唯一金奖。截止至２０１５年，《魅力湘西》共接待中外游客１２００多万人次，年产值达２．８亿元。
目前，张家界旅游演艺业成为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的亮点和国内有影响、有市场的文化演艺品牌。建设

“旅游强省”目标下的湖南旅游市场方兴未艾，旅游演艺一直是湖南省旅游发展的重点工作。新形势

下，湖南旅游演艺产业逆势而动，发展势头强劲。２０１４年，《烟雨张家界》全面改版完成，湘西州、湘潭、
怀化相继推出《烟雨凤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烟雨洪江·沅江号子》。２０１５年４月，凤凰推出森林
实景演出《边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郴州推出《飞天苏仙》。至此，湖南旅游演艺整体上形成了长沙《芙蓉
国里》、湘潭《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郴州《飞天苏仙》、张家界《魅力湘西》《天门狐仙》及《烟雨张家界》、

凤凰《烟雨凤凰》、怀化《烟雨洪江》等影响力较大的旅游演艺品牌的整体空间布局，呈现了有序的良好

发展格局。

２．２　湖南旅游演艺品牌发展劣势分析
第一，内容编排和演出制作趋同化，旅游演艺产品质量有待提高。湖南省旅游演艺产品演出内容趋

同，质量良莠不齐。张家界旅游演艺发展的鼎盛时期，８台演艺节目中有６台演艺节目集中在核心景区
武陵源。一方面，旅游演艺节目的主题趋同，存在单一、雷同的现象，均取材于湘西民族文化，展示湘西

土家族和苗族民族的风物人文，总体构思、节目创意、编导手法、制作手段上大同小异。另一方面，为了

生存和发展，各企业展开了激烈竞争，甚至采取了恶意削价竞争等手段来争夺客源，市场竞争无序。

第二，旅游演艺品牌营销乏力，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有待提高。多年来，绝大多数湖南旅游演艺企

业的品牌营销也还停留在传统阶段，市场机制运作不完善，新兴营销方式匮乏，与当前互联网时代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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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旅游的发展及旅游消费者的期望还存在较大差距。同时，旅游演艺企业大多还停留在传统的销售渠

道组织上，大多采取与旅行社分票房、给导游返点的方式争取游客。而新兴的网络销售渠道和新媒体渠

道的应用还远远不够充分。以微信为例，仅《魅力湘西》《天门狐仙》《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开通了微信

公众号或官方微信并辟有微信购票渠道；《烟雨凤凰》官方微信２０１５年４月开通，推送内容甚少，且没
开辟微信购票通道；而其他湖南旅游演艺品牌的微信公众号甚至都没有建立。

第三，门票收入来源单一，投资效益有待进一步增强。绝大多数旅游演艺产品投入大，投资动辄上

亿，且建设和投资回收周期长，加上目前旅游演艺产品收回投资的唯一渠道是门票收入，投资风险大。

张家界鼎盛时期的８台大戏，投资额达６亿元，到目前仅剩３台大戏仍在演出。以《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为核心工程的韶山润泽东方文化产业基地，一期总投资达７．８个亿，预计投资达６５亿元。据统计，《中
国出了个毛泽东》２０１５年度共上演２２１场，共接待游客人数２５万多人次，总收入达到３０００万元，总上
座率达到５５．６７％。从长远来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旅游演艺品牌是否能实现投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还有待时间和市场的考验。

２．３　湖南旅游演艺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
第一，中国旅游演艺产业发展迅速。当前，中国旅游演艺已经从“一台戏”逐渐融合发展成为一个

“新兴产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旅游演艺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旅游演艺已经成为旅游市场热点，旅

游演艺的地点也逐渐从早期的一线旅游景点进一步延伸到全国各地的各个景区，发展布局逐渐成燎原

之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各地投资２００万元以上的旅游演艺项目达到３００个以上［１］。

第二，中国旅游演艺市场空间广阔。中国旅游业正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旅游需求逐渐显现个性化、

多样化的特点。旅游演艺从单一的景区内文娱表演走向实景演出、驻场演出、主题公园等多元化、多类

型、多层次发展，引导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演出产业、舞台装备制造产业等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同时，旅游演艺行业的渗透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据有关学者乐观情景估计２０２０年中国旅游演艺市
场规模有望达到２３２亿元［２］。

第三，相关政策强力助推湖南旅游演艺产业发展。２０１２年，湖南省《关于建设旅游强省的决定》及
《湖南省“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提出要把旅游业“建设成规模大、实力强、效益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的战略定位，全面迈入建设旅游强省新阶段。《决定》指出，

建设旅游强省的十大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打造旅游品牌”，要求“积极发展具有湖湘特色的旅游演艺

业”。湖南省旅游局将旅游演艺列为２０１４年重点工作之一。２０１５年６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
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出台，全力推进旅游强省建设，提出“鼓励专业艺术团体与旅游目的地合

作，打造艺术水准高、市场效果好的文化旅游演艺节目”。

２．４　湖南旅游演艺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方面，近两年来，中国旅游演艺产业发展速度开始放缓，收入下降趋势明显。随着中国旅游宏观

环境的变化和旅游演艺市场本身的发展，旅游演艺产业２０１３年迎来了发展中的拐点，发展形势发展有
所变化，挑战日趋严峻。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报告显示，２０１３年在旅游演艺剧目增加的情况下观众人
次和收入都整体下滑，２０１４年中国旅游演艺市场继续呈较大幅度下降趋势，场次与票房收入均比２０１３
年下降３５％以上［３］。

另一方面，旅游演艺市场受政策规范影响的下降在较长时间持续，客源迅速减少，旅游演艺产业的

营销模式和盈利模式亟待转变。《旅游法》对旅游演艺市场带来巨大影响，与旅行社分票房、给导游返

点的传统方式面临巨大变革，《旅游法》明确禁止导游在行程之外安排游客自费观看演出。同时，政府

接待和会议接待均呈显著减少趋势，公款购买旅游演艺门票的支出显著下降。

３　建设旅游强省背景下的湖南旅游演艺产业品牌发展对策
３．１　全力提高湖南旅游演艺产品的特色和质量

提升湖南旅游演艺产品的特色和质量是湖南旅游演艺品牌发展的最核心内容。第一，旅游演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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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特色是旅游演艺发展的核心［４］。找准整合湖南独具特色的地域性、民族性文化旅游资源特色，有针

对性地开发具有差异性的旅游演出产品，提高节目的创意性和观赏性。第二，突出湖南旅游演艺品牌的

经营特色，完善旅游演艺产品质量提升机制。在旅游演艺品牌经营上大力创新，打造新型旅游演艺商业

模式。第三，培育完善的旅游演艺人才队伍体系，提升艺术水准和节目质量。

３．２　大力推动湖南演艺品牌的市场化运作机制
第一，推动湖南旅游演艺市场的融资改革。增强湖南旅游演艺融资渠道的多样性，大量引入社会资

金，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市场化运作。积极推动湖南旅游演艺企业上市融资，做大企业资产规模，提升盈

利能力，提升旅游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实现产业链并购扩张。第二，推动湖南旅游演艺品牌形成规模化

效应。从湖南旅游演艺的区域空间布局来看，还有较大拓展空间，同时，湘西地区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

和集中发展优势，可考虑进行重组合并，积极整合优质资源，建立大型旅游控股集团，实现规模化经营，

最大化实现品牌资源共享。第三，健全湖南旅游演出产品定价评估、市场监察、市场退出等相关机制。

第四，适当采取湖南旅游演艺品牌的延伸战略，丰富相关旅游产品内容，通过授权经销等方式生产销售

各类相关旅游商品，形成完整的旅游产业链。第五，推进旅游演艺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

３．３　着力构建湖南旅游演艺品牌的整合营销模式
随着互联网时代和智慧旅游的发展，湖南旅游演艺品牌应着力构建整合传播营销模式，搭建全媒体

整合营销平台。第一，利用价格手段调控市场。应适时根据旅游淡旺季、产品推广、节假期促销等合理

利用好价格手段。第二，新媒体多渠道宣传。利用微博、微信、手机ＡＰＰ、电商渠道等，通过软文推送、视
频直播、微博互动、实时参与等形式最大限度传播旅游演艺品牌相关资讯。加强与湖南广电等的合作，

积极利用发挥湖南传媒的巨大影响力，提高湖南旅游演艺品牌的影响力。第三，多渠道票务销售。扩展

票务营销思路，继续做好与旅行社、旅游电商渠道的合作，引入利益分享机制，适应散客化时代的到来。

同时，随着移动支付应用的推广发展，大力推进移动端票务销售，实现购票的智能化、便捷化。

３．４　积极完善湖南旅游演艺行业的管理与引导
第一，及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湖南旅游演艺产业健康发展。在用地、投资、人才引进、基础设施配

套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与措施，协调统筹，支持促进湖南旅游演艺产业的发展。第二，建立健全相关法

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加强旅游演出产品版权保护、强化旅游演出经营主体及中介机构行为规范，保护旅

游演艺产业知识产权和合法权益。第三，各相关主管部门完善市场监察机制，严厉打击恶性竞争，开展

规范管理。第四，建立湖南旅游演艺行业等相关协会，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自我管理功能，建立相关行

业标准体系。第五，相关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利用权威机构积极推介旅游演艺品牌，开展前期市场推广

和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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