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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旅游产业发展的强力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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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大众传媒是旅游营销的主要载体，在大众媒体的构建式传播中，旅游被打造成时尚、

流行和高品质生活的象征符号，成为现代社会的一道文化景观，使旅游产业在物质属性获得极大发展的

同时也拥有了精神属性。 

从众多产业中脱颖而出的旅游业，因满足了人们追求健康时尚和旅游地发展经济的双重需求而进行得如火

如荼，旅游信息的传播也成为必然。大众传媒是旅游营销的主要载体，在大众媒体的构建式传播中，旅游被打

造成时尚、流行和高品质生活的象征符号，成为现代社会的一道文化景观，使旅游产业在物质属性获得极大发

展的同时也拥有了精神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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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与旅游产业结合的必然性 

同属于信息密集型产业，大众传媒与旅游产业具有本质属性的相似性和发展路径的互补性。 

首先，大众传媒的宣传属性和信息覆盖能力为旅游业搭建了更广阔的发展平台。旅游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

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和吸引力，而旅游资源的不可移动性特征需要借助媒介展现其魅力，大众媒介的多元化符号

传播模式恰恰提供了这一平台。此外，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旅游产业受外界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更为

明显，相同的旅游产品在不同季节价格会有很大变动，因此，旅游产业对信息的需求标准更高，而大众媒介在

提供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大众传媒超时空、跨地域的传播特性使其成为旅游业营

销的首选渠道。 

旅游业的资源丰富性又为大众传媒注入了新的发展血液，直接促进了大众媒介的风格定位和品牌塑造。旅

游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时尚追求，与旅游相关的信息成为“内容为王”时代大众媒介拉近与受众距离的有

效途径。旅游信息丰富了媒体内容，也使大众媒介在获得经济回报的同时，牢牢把握了观众的注意力，既实践

了以受众为本位的新闻理念，又掌控了舆论的导向权。 

旅游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在旅游产品鳞次栉比的时代，“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营销理念已不适用，在产业竞争中，拥有最大口径的

宣传渠道是获胜的根本条件。因此，大众传媒在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助推作用之一就是宣传，通过影视作品、专

题片、广告等形式介绍旅游产品的地理位置、风格特色，体现旅游产品独特的魅力。此外，还要在宣传中实现

“食、住、行、游、购、娱”旅游业六大基本要素的有机整合，为游客全程旅行提供及时、全面、有针对性的

信息，满足游客多方面的需求，实现旅游资源的优化组合、效益最大化。 

大众传媒在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助推作用之二体现为监督、规范。产业的发展大都遵循着由自由化向规范化

的演进路径，旅游业属于新兴产业，自身在管理体制上尚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相关的规章制度也未健全，这

就为一些违规、违法操作留下了监管的漏洞。加之目前我国旅游产业尚未实现一体化管理，各地在管理方式与

发展理念上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旅游市场呈现明显的梯次化布局，整体而言相对混乱。在此背景下，大众媒介

发挥了其社会公器的舆论监督作用，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报道，弘扬典型、曝光瑕疵、打击不法现象，促使旅游

产业由混乱走向规范化。 

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其可持续性，大众传媒的体制化传播可促进旅游产业的品牌化和后续发展，这是大众

传媒对旅游产业的又一推动作用。当前，旅游产业的发展已纳入旅游地的城市形象塑造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

规划中，作为事业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大众传媒在地区的发展中责无旁贷，甚至对当地支柱性旅游业的宣传已

成为媒体的重要任务之一。相对于商业化的营销团队，大众传媒拥有更加规范的传播队伍、更专业的传播设

备、更坚实的受众基础、最强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通过影视作品、专题片、广告、名人访谈、专家评论等多种

形式，大众媒体全方位、立体式地在受众心目中塑造当地旅游业的形象，再凭借其无孔不入的渗透式报道强化

这一主题，通过信息的持续送达，快速提升该品牌的知名度及受众对其的认可度。 

助推旅游产业发展的后续式思考 

大众传媒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助推优势得天独厚，为强化这一助推作用，以下几点不可忽视。 

首先，大众传媒报道的可信度是确保旅游品牌持续性发展的前提。由于旅游资源的不可体验性，受众完全

凭借大众媒体以多元化符号手段打造的拟化美感建立起对景区的期待和向往，从而实现由看客向游客的角色转

变。而受众体验之后的真实满意度是与期待值成反比，与期待实现值成正比的，因此，如果大众媒体的事先宣

传夸大其词，过于美化旅游产品，造成受众过高的心理期待，而在真实旅游过后感觉期待并没有实现，就会产

生强烈的心理落差，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对该地的所有旅游产品一概排斥，从而产生恶性循环。因此，大众媒

体信息的真实性和对于旅游产品宣传度的把握，是决定该品牌可否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因素。 

其次，将新媒体传播手段纳入大众媒体的旅游报道、打造信息化旅游产业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当前，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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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网络、通信为支柱的新型媒体形态正在以空前的影响力冲击和改变着现代社会。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曾

言“媒介即讯息”，一种新型媒介形态存在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它传播的真实讯息是什么，而在于这种媒介形

态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了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颠覆了千百年来人类的

交流模式，触动了人类的精神本质，甚至成为人类文明演进的临界点。作为新兴产业的旅游业应尽快把握这一

契机，汲取各种新媒体的优势资源为己所用。 

第一，利用网络媒介实现旅游信息的无缝隙传播。相对于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的本质性超越在于其实现了

传播的跨时空性。利用网络媒体，可以打造无边界的媒体信息发布平台，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实现联网式传

播，并且可以实现不同旅游资源的信息共享，构建统一的规范化的旅游行业管理信息网络系统。 

第二，利用手机媒体打造贴身服务型旅游传播系统。手机被称为“带着体温的媒体”，其便携性、伴随性

突破了网络媒体的终端限制而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在进行旅游信息传播时，可针对手机媒体的特点以更为短小

精练的形式进行信息发布，开发适合手机查询、反馈的信息服务系统，实现24小时贴身服务。 

第三，发挥户外新媒体在旅游传播中的名片效应。户外新媒体指LED屏、楼宇电视、车载电视等利用数字

技术或网络技术进行信息传播的户外媒体形式，由于其覆盖面广、视觉冲击力强等特点，被很多管理者纳入城

市总体形象的规划范畴中。对于初到某地的陌生游客而言，初入眼帘的户外媒体往往成为该地区的第一张名

片。因此，可利用富于美感、主题鲜明的户外媒体形式进行旅游信息的传播，在游客心目中塑造积极的印象。 

传播彰显着时代精神，旅游则是现代人向往自由、时尚、健康的精神符号。大众媒介赋予了旅游产业兴盛

的时代必然性与消费合理性，旅游产业的如火如荼则成为大众媒介文化构建能力的完美诠释。大众传媒在成为

旅游产业强力助推器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在大众传播迈入信息化时代的背景

下，旅游产业更应牢牢把握这一时代契机，伴随着新媒体的强劲势头进入发展的辉煌期，实现自身的腾飞。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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