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孜藏区旅游文化产品开发对策研究 

文/张学梅 郭 华 

   一、甘孜藏区旅游文化产品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1.旅游文化产品开发的指导思想片面，观念落后 
   当前在旅游文化产品开发中许多决策者没有树立起“大旅游”观。“大旅游”强调旅游资源
永续利用，以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有些决策者认为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仅仅是对景区、景点和
旅游线路的开发，而不包括对大旅游环境的塑造与建设。但是在“大旅游”的指导下，旅游目的地
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旅游文化产品来开发，如果不注重对整个大的旅游环境的塑造，那么从长远的观
点来看旅游产品的开发就会难以为继。 
   2.旅游文化产品开发缺乏合理规划，盲目开发时有发生 
   甘孜藏区旅游资源丰富，为旅游产品的开发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但是区际旅游文化产品的协
作性有待加强。目前，甘孜州忽略了与州边各县的合作，长期以来许多旅游线路都没有真正纳入成
都旅游线路中。虽然每个县都对资源进行了开发利用，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优势旅游文化产品，但
却是各自为政，开发具有盲目性。 
   3.旅游文化产品整体形象不突出 
   旅游地形象是人们对旅游目的地内旅游活动和旅游吸引物特征的总和。甘孜州在对旅游产品
的开发中，旅游地的形象设计虽然是主要的部分之一，但是存在着形象定位不突出，对旅游地形象
塑造还基本停留在传统历史文化沿革+民间口碑的状态。 
   4.对旅游文化产品的服务性认识不足 
   旅游文化产品有综合性、服务性、时间上的不可储存性、空间上的不可转移性、敏感性等特
点。对这些特性，特别是服务性认识上的不足，造成了旅游文化产品开发中出现了各种问题。旅游
者对旅游产品印象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所提供的服务质量的好坏，并且一旦提供不好的服务，
即便是事后道歉，也很难弥补旅游者的损失。 
   5.甘孜藏区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受可进入条件制约 
   可进入条件差是制约藏区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以藏区旅游开发程度较高的拉萨、九寨
沟、迪庆和西宁附近塔尔寺、青海湖环线来看，实际上均得益于可进入条件的优势——拉萨得航空
和铁路的便捷；九寨沟、迪庆则均处于藏区的沿边地区；而塔尔寺、青海湖有铁路之便。这种局面
说明目前藏区旅游开发受可进入条件制约很大。 
   6.在开发甘孜藏区旅游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忽略了人文与自然旅游资源本身的有机结合，没有
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丰富旅游文化产品的内容。 
   二、甘孜藏区旅游文化产品开发对策 
   1.旅游文化产品的策划要有创新意识 
   旅游文化产品的策划要有创新意识,其核心是把旅游文化资源变成旅游文化产品，要立足现有
的旅游文化资源,精心搞好策划,使旅游文化产品具有高起点，高要求和高水平。 
   2.旅游文化产品开发应体现特色和人本主义精神 
   没有参与性的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是难以吸引游客的。所以,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应以鲜明的
特色为文化形式,以丰厚的品位为文化内涵,以人本主义精神为文化本质。目前甘孜藏区保持着较原
始的生活方式，藏民族特有的建筑、习俗、生活方式、宗教、说唱等都对外界特别是发达地区的人
们有很大的吸引力。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应体现出旅游文化线路的专项化、定制化,突出文化为根,
以人为本。 
   3.按细分市场开发旅游文化产品 
   细分市场开发旅游产品,是旅游文化产品开发的基本市场策略，在文化旅游的市场格局中,许
多细分市场充满了机会。充分利用并强化甘孜藏区内人文景观的影响力。康藏风情和藏传佛教文化
是藏区除自然景观外最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在旅游开发中应充分利用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树立各
自品牌。 
   4．加大旅游文化产品的营销 
   政府旅游宣传促销与企业旅游产品宣传促销分工合作，形成多层次的宣传促销合力。在产品
的营销方面除了靠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和近年来比较流行的网络营销方式以及举办节庆赛
事活动、参加专业展销会等，形成常年促销和重点促销的合力。此外，可以采用事件营销等多种方
式，进行有针对性地推广。 

 



   5．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的素质，加强后续培训 
   要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对于甘孜藏区而言是一个长期的课题。首先要从树立“服务”的
观念做起，比如在每年的旅游淡季或导游年检期间，开展以“服务”为题的各种活动，树行业先
锋，并对本年度内的服务行业优秀个人、单位，加以一定的物质奖励；其次是要注重岗位的后续培
训，每年评选优秀员工到一些旅游业发展较好的地区进行培训或进行交流活动，把先进的服务理念
和服务方式，优秀的旅游人才引进来，为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继续后备力量【本文是四川省教育
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旅游发展研究中心立项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二，项目编号：
LYM06-05）。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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