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销视野下的洛阳牡丹经济开发 

文/魏志魁 

   一、洛阳牡丹经济开发的现状及不足 
   牡丹是是洛阳市重要的旅游品牌和对外交往的城市名片，是洛阳市主导产业之一，对洛阳市
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把牡丹发展战略作为加快我市对外开放、经济发
展和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重要举措，增加了资金投入，加快了开发步伐，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
洛阳市共有观赏牡丹3000亩，是全球观赏牡丹面积最大的地区。 
   洛阳牡丹经济的开发实施了多年，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我们的目标仍然差距很
大。我们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做大牡丹自身的经济开发，通过牡丹走入千家万户、走向世界来
做大牡丹产业，使其成为洛阳经济发展的一个支柱产业；二是扩大洛阳牡丹在国内外的影响，优化
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吸引国内外游客到洛阳旅游，促进经济发展。 
   目前，洛阳在这方面工作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换位思考，未能从购买者的角度来思考和解决问
题。消费者为何要购买牡丹？为何要购买洛阳牡丹？洛阳牡丹为何珍贵，究竟价值多少？国外的进
口商为何要进口洛阳牡丹？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能很好地对牡丹进行恰当的市场定位，进而开
展卓有成效的营销活动。 
   二、洛阳牡丹的市场定位 
   任何商品的市场需求都取决于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和购买意愿。恰当的市场定位应针对合适的
目标消费者，有效激发其购买意愿。 
   就消费能力而言，随着我国进入小康社会，居民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为了美化生活等目的
购买几百甚至上千元一盆鲜花已经完全不成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购买意愿。购买意愿源自购买动
机，一般而言，消费者购买花卉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自我欣赏，美化生活，二是显示身份
地位，三是图个吉利，四是转卖牟利。牡丹的市场定位应该从满足消费者这些消费动机出发，结合
牡丹的独特优势，突出洛阳牡丹的正宗性和高贵特点。 
   洛阳牡丹冰清玉洁，雍容华贵，色冠群芳，历来是御花园的镇园之宝，“充军洛阳”的传说
又为牡丹锦上添花。笔者认为，牡丹应定位成“富贵花”，以满足人们追求幸福生活，显示身份地
位的需要。如果这一定位能被消费者成功接受，那么，消费者购买洛阳牡丹就不再是单纯的购买花
卉，美化生活，而是接回吉祥、追求幸福生活，显示个人身份地位的行为。在这一动机下，洛阳牡
丹的消费数量将会以几何级数增长，牡丹经济将会真正成为带动洛阳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三、洛阳牡丹的营销对策 
   明确牡丹的市场定位只是成功营销的基础，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艰苦的工作，使消费
者接受认同这一定位，进而转化为实际的购买行为。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作好宣传工作，突出洛阳牡丹的富贵花形象。一定要通过各种传播手段，突出洛阳牡丹的
市场定位，使人们形成洛阳牡丹代表富贵吉祥、洛阳牡丹代表身份地位的普遍观念。为此，可以不
惜重金长期在权威媒体播放高档次的宣传广告片，也可以在各大城市最繁华地区设置巨型广告牌。
为了培育一个支柱产业，这些政府投资既是必不可少的，又是非常划算的。我们可以用“把富贵带
回家！”、“让富贵在家中生根！”、“富贵之家，必有牡丹花”等卖点进行宣传促销，推动洛阳
牡丹走入千家万户，走遍五湖四海。 
   2、在洛阳建立具有全国权威性的牡丹鉴定评级机构。政府有关部门应积极牵头，联系中国花
卉协会，力争在洛阳设立权威性的牡丹鉴定评级机构，形成洛阳是牡丹级别、品种、档次鉴定权威
的局面。这样，一方面可以突出洛阳牡丹的正宗优势，抵御其它竞争者的进攻；另一方面又可以对
牡丹的品种级别及价值进行公证科学鉴定评判，让消费者买的明白、买的放心。 
   3、强化牡丹栽培技术研究。通过技术进步，确保消费者在重大节日和重要消费季节期间能够
买到鲜花盛开的洛阳牡丹。为此，政府应该拨出专门款项，资助有关机构进行技术开发。 
   4、定期在洛阳举办全国性牡丹交易会、牡丹大赛和珍品牡丹拍卖会。通过牡丹大赛和珍品牡
丹拍卖会，既可以充分发现牡丹的市场价值，显示洛阳牡丹的珍贵，又可以促进各类牡丹的交易与
流通，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加强洛阳牡丹的优势地位。试想，如果一株牡丹拍出了几万元甚至几十
万元的价格，有谁还会认为牡丹不是富贵花？有谁还会认为牡丹不是摇钱树？当洛阳城里牡丹的买
者、卖者、看者、种者与贩者云集时，牡丹还会不是一个支柱产业(作者单位：河南省洛阳市河
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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