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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商品是指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购买的富有当地民族特色，具有实用性、工艺性、礼仪性和纪念
意义的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商品。它是构成旅游消费活动的“六大要素”之一，又是旅游供给的重要组成
部分，与风景、旅游饭店和旅游交通共同构成旅游业的四大支柱。大力发展旅游购物，对提高旅游业经
济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旅游者的食、住、行、游等基本需求而言，旅游业从这些项目所得的收
入是有限的，而购物则属于非基本需求，所得的收入没有限度，是弹性最大的一项收入。很多国家和地
区通过旅游购物，大大提高了旅游业的经济效益。昆明市的旅游购物相对落后，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很不
够，成为云南省、昆明市旅游业发展的一个滞后因素，必须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 
        一、昆明旅游商品开发和经营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思想观念问题 
    省、市政府把旅游业列为今后重点发展的产业。这就要求我们有紧迫感，重视旅游商品的生产与开
发。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旅游商品的认识片面、狭隘、观念陈旧，在发展旅游商品的思想上，缺乏
质量意识、服务意识、市场营销意识。对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购买的物品，有人还不是把它作为旅游商
品来对待。国际旅游者到中国来购买旅游商品使中国旅游业取得外汇收入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就地向
外“出口贸易”。旅游商品创汇和外贸出口商品创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同样是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
应给予高度重视。 
    2.与市场需求的矛盾 
    云南省、昆明市的旅游商品花色品种单调，包装、装潢差，质量低，缺乏创新，反映云南省地方特
点及少数民族风情特色的商品少，新产品开发缓慢，生产能力小，对旅游市场需求缺乏系统研究，信息
不灵，生产中有较大的盲目性；生产设备、技术力量、资金都还十分薄弱，缺乏强有力的生产企业和科
研设计人员。 
    3.质量意识差 
    前一段时间昆明市由于放松管理，助长了一些只图近利的经营者，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店主用
“回扣”等手段使导游人员一天内把客人拉进商店数次，强迫游客购物，兜售伪劣商品，挫伤游客购物
的积极性，使其感到在昆明购物没有安全感。外国外地游客在昆明市买东西经常被搞得无所适从。如许
多商店都称自己卖的是玉石项链，而实际上是皂石，等等。 
    4.价格混乱 
    一件物品的价格不总是反映其质量，同样的商品对外国旅游者和中国旅游者不一样。同样的商品既
在国营商店和宾馆内出售，也在自由市场的小店铺甚至在大街上的小摊出售，谁也说不清到底什么地方
的质量好，然而价格差别甚大。这样就降低了游客对产品价格的信任。 
    5.销售网点问题 
    昆明市旅游购物网点太少，面积也小，至今还没有建成一个设施现代化的目标大、人人皆知的国际
旅游购物中心大楼和购物一条街。旅游者在购物问题上，不仅感到不方便，而且对目前由导游带领集中
一起去被指定的某一商店购物的方式也很不满意。 
    6.不懂销售艺术 
    商店内旅游商品的陈列艺术很差，旅游商品摆设混乱，灯光照明昏暗，售货员对商品性能、特点等
知识知之甚少，不会讲外语，态度生硬。甚至有的个体商贩尾随围堵外宾，强行兜售，乱要价，影响很
坏。 
    目前，政府极为重视云南省昆明市的旅游业发展，提出要把云南省建成旅游大省，把昆明市建成国
际旅游城市。因此必须加大力度发展旅游商品，弥补以上存在的不足。 
        二、开发昆明旅游商品的策略 
    第一，深刻认识旅游商品的性质和特点。旅游商品一定要做到艺术性、纪念性、收藏性和实用性的
统一。要具有艺术性，就要做到商品的整体设计新颖奇特、美观别致。同时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和传
统工艺品。并且要有所创新，体现时代特色，形成新的工艺水平，达到新的艺术高度，使商品具有艺术
欣赏价值，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商品的纪念性，就是要做到在商品上显示出旅游地的特色。根据云南



省、昆明市旅游地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历史人物、珍贵动物和历史“故事”为题材来设计商品的造
型或图案，并尽量采用当地的特产材料作原料进行生产，以便旅游者触景生情，能在多年以后一看到商
品就引起对旅游地的美好回忆。旅游商品的收藏性，要做到使商品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特色，材料讲
究，做工精致，小巧玲珑；旅游者收藏以后随时间的推移身价倍增。所谓实用性，就是使旅游商品不仅
富有纪念意义、欣赏价值，而且能够实际使用，有使用价值，能让人付出一份价格，得到多种回报。 
    旅游商品还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因此，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是旅游商品的关键。开发云南省昆明市
旅游商品的基本指导思想应该充分发挥云南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的潜力，具体表现在：云南省有1万多
首民族山歌和小调，227种民族服饰，72种民族风味食品，22种民族建筑形式，上万种挑花、刺绣、扎
染、竹草纺织、磨漆画、羽毛画、造型岩画、木雕、牙雕、图腾石徽等民族工艺品及黄铜宫庭火锅、大
理石制品、个旧精锡制作工艺品、傣族土陶，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建水的残铁、上百种各民族包类及壁
挂。风味食品如食用菌全国约有500个品种，云南省占350个左右，其中较有名的有：虫草、竹笋、羊肚
菌、松茸、黄木耳、猴头菇、美味牛干菌、干巴菌等稀特产品。宣威火腿、宜良的烤鸭、水果也非常丰
富。云南斑铜工艺品，古朴典雅、高贵华丽，在国际性和国内展评中多次获奖，1992年获德国评展会
“世界之星”最高奖。个旧的锡器，巍山的民族扎染，建水的工艺美术无釉紫陶，瑞丽的柚木大象，永
昌云子围棋，腾冲玉石、宝石金银饰品，永香古玫瑰大头菜，盈江黄酒，云宝小咖啡，雪茶、云烟等尤
为著名。这些丰富的资源，应组织好开发、加工利用。 
    旅游商品具有很强的层次性。由于游客具有不同的消费水平，旅游商品应相应分成高、中、低三个
档次。低档旅游商品用价格低廉的原材料，制作简单、工艺水平低、低价出售；高档旅游商品要较好反
映传统文化，原材料上等，工艺复杂，制作精美，售价相应高。 
    第二，要解放思想，树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意识。发展旅游商品是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的需要。
也是创建国际旅游城市的客观要求。要实现云南省、昆明市旅游业发展目标，发展旅游商品是一项重要
工作。但是云南省、昆明市的旅游商品无论从质量、品种，包装到销售都与国际市场有很大差距，大大
落后于先进国家。所以提高昆明市旅游商品的水平，要解放思想，提高认识，要用国际标准来要求这项
工作；起点要高，步伐要大。 
    第三，开发设计昆明市旅游商品可供参考、借鉴的几种技术性策略。以下几种开发策略虽然从整个
中国旅游商品开发的角度来研究问题，但可以作为云南省、昆明市旅游商品开发、设计参考和借鉴。 
    市场的竞争最终体现在产品的开发、设计上。当今市场上千千万万个旅游经营者在为旅游产品的开
发设计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出路何在？我们认为在中国旅游商品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内涵，把中
华民族文化艺术与商品本身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旅游商品的出路。因为： 
    (1)在旅游商品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内涵，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会使中国旅游商品带有
中国特色，显示出个性、差异性及垄断性。这将更符合旅游者的需要。因为旅游的本质就是文化交流、
艺术欣赏和消遣娱乐融为一体的社会活动。提高旅游商品的文化品位，使旅游者从旅游商品上也能感受
中华民族的文化及艺术。例如：中国服装业推出的京剧脸谱化时装，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
艺术，具有很强的中国味。体现了这类服装的个性，差异性很大，并带有垄断性——唯中国独有。 
    (2)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内涵和商品有机的结合，可以提高旅游商品的档次，引导消费者需求向更
高层次发展。在商品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内涵会增加商品的精神功能，为消费者提供了较高层次
的需求，这在营销学中叫创造需要。例如“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表”就是设计者把手表的计时
功能与审美、纪念、收藏等精神功能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又如：喝茶一般只能解渴，但加上茶道，就是
物质与文化共享了。 
    (3)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艺术内涵和商品的结合，可使我们在开发、设计旅游商品时有更开阔的思
路，在二者结合的基础上使我们的想象更丰富。旅游商品与非旅游商品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一般日用
品巧妙地利用文化融入就可使其成为旅游商品。例如：“华清池温泉”、“贵妃汤”沐浴液。该产品就
是把风流千古的华清池融汇于方寸之间的生活日用品中，用文化这一把钥匙，打开了驰聘想象的新空
间——制成了被称为返朴归真、回归自然的新一代沐浴佳品，它既可使您洁身，又有使您“梦回大
唐”、作一回皇帝、皇妃的感觉。该产品在1994年6月的亚太国际博览会上获旅游产品银质奖。旅游商
品与中华民族文化和艺术的结合，可以使地方和民族工艺上档次，广泛使用各地特有的原材料和特种技
术，其产品必然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各具特色，既可以尽情弘扬我国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能激
发游客的购买欲望。 
    (4)在旅游商品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内涵，会使旅游商品具有附加价值；其文化与艺术内涵
密集程度越大，附加价值越大。例如一件普通汗衫，绘上戏剧脸谱则身价倍增。 
    问题的关键是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五彩缤纷、博大精深。怎样把它与商品有机地结合起来呢？这里
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策略，这些策略是根据旅游商品开发设计必须涉及到的基本的文化要素排列组合而
成的。 
    旅游商品文化有四要素： 
    1.题材。它是指旅游商品中的文化含义。它通过外观造型、图案、色彩、装饰来表现。例如：常州
梳篦厂制作的黄杨“西厢记”造型木梳在外观造型上就是取材于中国历史文学题材，该产品曾荣获全国
旅游产品优秀奖。 
    2.材料。指生产制作旅游商品所用的原材料。原材料的选择也会形成文化差异。就地取材，制作器



物，形成当地文化，越是历史悠久的、传统的商品由“材”而反映出的文化背景就越深厚。比如中药，
就是中国或地方特有的天然物质加上独特的工艺制作，它在治疗的药性方面完全反映的是中医传统文
化。它也是东南亚旅行者青睐的旅游商品。 
    3.功能。即旅游商品的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物质功能指能满足购买者的某种物质方面的需要。精
神功能则因民族特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宗教信仰等反映出商品给予购物者的精神享受。例如：被
称之为东方美食的糖画，是用糖做的，它出自民间艺人的巧手，亦糖亦画可食可看，食前先观以娱目，
观后再食又悦口，融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于一体，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库中凝聚民族智慧的宝珠。 
    4.工艺。指旅游商品的加工制作方式。当地制作工艺与异地制作工艺，手工工艺与机械工艺，传统
工艺与现代工艺都是不同文化在商品中的折射。例如：中国有名的牙雕艺术品就是采用了雕、描、刻、
烫的传统艺术技法。又如：糖画制作的工艺是艺人将炼制后的糖汁借勺为笔，以糖做墨，凝神运腕，在
光洁的大理石板上抖、提、顿、放、收，时快时慢，时高时低，随着缕缕糖丝的飘下，诸如飞禽走兽、
花鸟虫鱼、神话人物等形象便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你眼前。 
    任何一个旅游商品都是由一定的材料、题材、功能及工艺结合而成的。这四个要素发生变化，或各
要素组合形式的变化，都会导致一种新产品的产生。所以，我们在开发、设计旅游商品时，通过四要素
融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艺术内涵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过程，这种关系我们可以用数学函数来表示： 
    W=f(a、b、c、d) 
    W代表商品、a代表题材、b代表材料、c代表功能、d代表工艺。a、b、c、d是自变量，W是因变量。 
    根据这种关系，我们可以用这一思路来考虑旅游商品的开发、设计的策略： 
    y策略=f(a、b、c、d) 
    设：a、b、c、d是传统意义的四要素，A、B、C、D是非传统意义的四要素。这样，“旧”与
“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就可以有多种方式，开发、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商品就会有多种策略。 
    y[,1]=f(a、b、c、d) 
    y[,2]=f(A、b、c、d) 
    y[,3]=f(a、B、c、d) 
    y[,4]=f(a、b、C、d) 
    y[,5]=f(a、b、c、D) 
    y[,6]=f(a、B、c、D) 
    根据排列组合的原理，共有24种策略可供开发、设计产品参考。其中主要的策略是： 
    策略一，(y[,1])，称为仿制型策略。以旅游地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历史人物，珍贵动物作题
材来设计商品的外观造型、图案等，用当地的特产作原料。采用传统工艺制作传统产品。例如：曲阜孔
府、孔庙、孔林的“三孔”文物纪念品。仿制纪念品，仿制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出土文物纪念品等等。各
种“唐三彩”动物工艺品等。 
    策略二，(y[,2])，即题材创新型策略。用传统材料、传统工艺，赋予另一种文化含义的题材来反
映商品的文化内涵，仍保留原来商品的功能。例如：常州梳篦厂把原来家用木梳在造型上按民航的要
求，设计成飞机形状的纪念木梳，广州民航局、首都民航局等纷纷前往订货。 
    策略三，(y[,3])，原材料文化型策略。即对一般商品从制作的材料入手融入传统文化内涵。例
如：江陵机器厂改变钟表外壳用金属材料制作的方式，采用木材制作，使得手表具有古色古香的韵味，
该厂的具有装饰特色和工艺新颖的喜鹊闹梅型木挂钟，符合北方农民的风俗习惯，成为华北农民结婚、
赠送亲友的理想物品。又如用景泰兰瓷制作手表外壳也属此类策略的应用。 
    策略四，(y[,4])，功能扩散型策略。此策略的思路旨在产品开发、设计时尽可能把商品的实用性
与纪念性、礼品性结合起来，使日用品工艺美术化、旅游商品日用化。从这一思路出发，有两种考虑：
一是使用传统而单纯只是装饰摆设的旅游商品通过功能的增加，增加实用性，其销路会更广。例如：景
泰兰、唐三彩等原只是一种摆设，在其中装上钟、表，既有装饰、摆设的功能，又有计时的功能。另一
种是：使一般日用品融入文化与艺术内涵，既有实用性又有纪念性、收藏性等。如：“毛泽东诞辰一百
周年纪念表”，就是在普通手表上加进文化内涵使其实用功能与精神功能相统一。 
    策略五，(y[,5])，工艺改革策略。对传统产品在加工工艺方面作一些改革，使老产品焕发新光
彩。例如，茶水饮料就是对茶汤进行一定的工艺处理和适当的加工后所得的液态产品。旅游者外出饮茶
无须寻找开水冲泡，是一种具有潜力的旅游商品。 
    策略六，(y[,6])，多因素结合型策略。即不是只从一个文化要素的改变来创新产品而是尽可能调
动多个相关变化要素来组合产品，从组成商品的多个要素的角度综合考虑。例如：西装领带用手工缝制
并绣上反映中国传统的图案和文字，很受外国人欢迎。这一策略就是把商品的工艺和题材一齐融入中国
传统文化与艺术内涵，把西方商品中国化，二者巧妙合璧创造出有特色的旅游商品。又如目前流行的中
药型化妆品则是把商品的原料及工艺传统融入一般日用品中从而得出一种新型的商品。 
    总之，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商品的四个文化要素，通过一定的组合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内涵，提
高旅游商品的文化品位，会使我们找到多种途径和方法，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内涵与商品有机地结合
起来，创造出更多更新的旅游商品，丰富我们的旅游市场。 
        三、发展昆明旅游商品的政策措施 
    1.加强宏观管理 



    发展旅游商品生产、搞好旅游商品销售，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必须有行政管理部门加以宏观管
理。长期以来昆明市旅游商品的生产与经营企业由各自的主管局管理，在这种分散管理与旅游业相脱节
的状况下，有关发展旅游商品的一系列问题难以协调和解决。鉴于旅游业是综合性行业，掌握旅游业全
面发展方向的旅游局必须对旅游商品的生产与经营，进行宏观管理，其主要内容有：制订发展旅游商品
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战略决策，近、中、远期发展目标，组织年度计划的实施，协调关系，疏通渠道，
调整旅游商品投资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从情报信息市场开拓等方面对旅游商品生产和销售企业
进行指导、监督检查，维护旅游商品市场秩序，规范企业行为，为发展昆明市旅游商品提供一个良好的
环境。 
    2.进一步建立旅游商品基地 
    发展旅游商品，生产是根本，要迅速调整生产结构，建立相对独立、结构合理、技术水平高，设备
先进的旅游商品生产基地。(1)在“九五”期间要重点发展原来已有一定名气和市场的旅游商品厂家。
如斑铜厂、白药厂等。从政策上给予奖励，鼓励和扶持旅游商品骨干厂家发展为专业化的具有一定规模
和档次的生产企业。(2)也可以在生产内外贸产品的工厂中，划出一部分设备和技术力量先建立专门生
产旅游商品的车间或专项生产小组。随着旅游商品市场的扩大，再增加一些投资发展成为专门生产旅游
商品的工厂。(3)对民间手工艺品和少数民族刺绣，采用集中培训辅导，统一设计式样、图案及制作要
求，再分散到户加工，最后统一收购的方式进行。 
    3.建立旅游商品生产和销售的科研队伍 
    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现代化旅游商品科研人才。提高云南省昆明市旅游商
品开发、设计、生产、销售的水平。科研队伍主要任务是研究开发民族旅游商品的生产技术问题；对旅
游商品的寿命周期、市场要求、可供量、消费习惯、购买意向，以及旅游商品的设计、造型、色彩、装
饰品种质量、商标、牌号、款式、包装等进行系统性的研究。特别要注意研究使旅游商品做到具有浓郁
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充分体制昆明市旅游城市历史名城的风格；使生产的旅游商品不仅在本地市场
畅销，而且还能畅销外地外省，直至打入国际旅游商品市场；目前可先考虑在昆明大学开设旅游商品工
艺专业，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4.完善销售机构 
    增加旅游商品创汇收入，扩大销售也非常重要，要进一步完善销售机制。 
    (1)旅游商品销售的增长，不仅要有充分的客源，还要有充分的资源。不仅要重视本市生产的商
品，还要云集全国各地名、特、优、新的旅游商品，以及从国外引进一部分旅游者所需要的世界各国名
牌商品。要使昆明市成为云南省旅游商品的主要集散地。 
    (2)要广设网点，方便游客购买。在网点布局上要有层次。在昆明市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在市中
心区建立购物中心大楼；第二层次在宾馆集中的地区开辟购物一条街；第三层次在特色工艺厂、大饭
店、旅游点、机场、码头及主要街道等旅游者必到之处广设商场、卖品部和购物专柜。 
    (3)为进一步开发利用资源、扩大销售，企业之间应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可跨省、跨地区、跨部门
进行横向联营，组建集团公司。充分发挥集团的优势，以弥补云南省资金、技术人才、设备的不足，立
足昆明，面向国内，走向世界。 
    (4)发行购物指南，向旅游者介绍昆明市的旅游商品。介绍这些商品的历史、工艺过程与产地，提
供购买某些商品地点的信息，如厂家商店、工艺美术店。购物指南上只列出那些质量、价格和服务方面
遵守政府规定标准、讲信誉守合同的商店。 
    (5)改进购物商店。注意商品的陈设艺术，店容整洁，明码标价，价值相符，严守信誉，完善售后
服务。对出售的商品发放质量保证书，如质量不满意则予以退货，提高购物商店服务人员的素质，对服
务员进行严格的培训、考核，使其对所售商品的特色、性能、质地、成色、价格等了如指掌。要能用外
语（英、日语）会话。掌握推销艺术，懂得顾客心理，有良好的服务态度和高超的服务技术。可增设前
店后厂和服饰表演等，创造良好的购物气氛。 
    5.调整有关政策 
    国际旅游者到昆明市购买旅游商品而取得外汇收入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就地的“出口贸易”。旅
游商品创汇和外贸出口创汇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在政策上，生产和销售旅游商品的企业应享有生产和
销售外贸出口商品的企业同样的税收优惠、创汇奖励以及外汇留成。另外政府在确定与旅游相关的产业
政策时，应将旅游商品的发展列入优先发展序列，并通过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对深受外
国旅游者欢迎的具有云南历史文明特色的传统工艺品，应以保护并深化开发。宣传教育等方面对旅游商
品的发展以一定的倾斜，各部门要在可能范围内扶植旅游商品的发展。 
    6.在旅游商品的发展上认真贯彻省政府“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方针 
    一是吸引利用外资。以前昆明市旅游业利用外资基本上是集中在酒店业上，下一步应争取外资流向
旅游商品的开发；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开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可以提高云南省、昆明市旅游商品的质
量，加快开发进程。二是发行旅游股票和旅游债券。成立“旅游商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能迅速
地把分散的财力按目标集中起来，形成新的生产力，能把投资者、经营者、生产者三者利益结合起来，
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旅游商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全社会发行旅游股票。债券是开发
昆明市旅游商品的一个有效途径。一方面短期内可云集到开发所需资金，另一方面可以调动社会各方面
的积极性来发展旅游商品。三是建立旅游发展基金。凡直接从事旅游业的单位部门，不论其隶属关系如



何，一律纳入“基金征集”范围，同时，对交通、商饮等相关行业，开征旅游附加税，扩大“基金”来
源，并在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用于旅游商品的开发。四是开展外汇购物和市内免税业务。根据昆明市旅
游商品销售机制的主体是市场调节，以及集体、个体占领主要市场的特点，在旅游商品的销售上对外国
旅客实行用外汇直接购物、开办免税商店以及出关免税等一套方便海外游客购物的销售办法。五是创造
条件，提高旅游商品业的发展速度。今后若干年内，旅游商品的发展速度应略高于旅游接待人数和创汇
的增长速度。这是因为要提高旅游业的综合效益只有走扩大内涵再生产的道路，而扩大旅游商品的生产
和销售是深化旅游业内涵的一个核心问题。需要国家和有关部门在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为发展昆明市
的旅游商品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文章出处：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9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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