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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购物作为“无限”花费，在旅游产品的构成要素中可挖掘的经济效益的潜力最大，因此世界上许多旅游业发达国家和地

区都十分重视发展旅游购物。但到目前为止，关于旅游购物的概念众说纷纭。参照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

认为旅游购物是指旅游者在准备阶段和旅游过程中购买各种实物商品的经济的文化的行为，它不仅包括专门的购物旅游行

为，还应包括旅游中一切与购物相关的行为的总和(严格说,不应包括任何一类游客出于商业目的而进行的购买，即为了转卖

而做的购买)。  

一 中国旅游购物的发展现状  

（一）我国旅游购物发展的总体判断  

表1 1979～2001年中国旅游外汇收入及购物收入年份外汇收入总额  

（万美元）商品销售外汇额  

（万美元）商品销售所占  

比重（%）旅游外汇收入  

增长率（%）旅游商品外汇  

增长率（%）1979449271517233.8--

1980616652221236.037.346.41981784912974837.927.333.91982843173206638.07.47.81983941203479637.011.68.519841131344378338.720.225.819851250003937531.510.5

-10.119861530855281434.522.534.119871861515975432.121.613.119882246836920230.820.716.919891860484688425.2-

17.2-32.319902217585632725.419.220.119912844977055524.828.325.3续表1年份外汇收入总额  

（万美元）商品销售外汇额  

（万美元）商品销售所占  

比重（%）旅游外汇收入  

增长率（%）旅游商品外汇  

增长率（%）

19923946878130620.638.715.219934683178289217.718.72.0199473228112375516.956.449.3199587327716417618.819.332.71996102000020706020.316.826.11997120741424389820.218.417.81998126020025960120.64.46.41999140990027775019.711.97.02000162310032299719.915.116.32001177920037540021.19.716.2 

注：①由于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自1994年起，我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统计;1994年以后的统

计数据与1994年以前的统计数据不能简单对比。  

②我国旅游统计数据中的旅游商品只包括旅游者在旅途中购买的商品，不包括旅游者启程前即准备阶段购买的商品。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1979年以来，除了1985、1989两年以外，我国旅游购物外汇收入总额逐年增长，其平均增长率为17.2%。但是同期我国旅游外

汇收入平均增长率为19.0%，旅游购物外汇增长速度低于旅游外汇收入1.8个百分点。从旅游购物在旅游外汇总额中的比例上

看，其发展不容乐观。自1987年以来，中国的旅游购物创汇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1994年达到历史低谷，近几年其比重也一

直在20%水平上徘徊。这与30%左右的世界旅游购物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的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旅游业中的

其他行业部门,如饭店、旅行社发展迅速，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旅游购物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旅游购物本身存在的固有的弊

病未得到充分解决,也必然会阻碍其迅速发展。  

（二）入境旅游者在华购物花费分析  

从表2和表3的比较可看出，入境一日游游客购物比例远高于过夜旅游者，2001年高出13.4个百分点。从发展趋势看，入境一

日游游客的购物比例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而过夜旅游者的购物比例并不稳定，2000年比1999年下降4个百分点，2001年比

2000年上升5.2个百分点。从旅游组织形式看，团体旅游者的购物比例普遍高于散客。从旅游业发展趋势来看，散客是未来旅

游市场中的主流，因此如何提高散客的购物比例，尤其是入境过夜散客的购物比例是面临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  

表2 入境一日游游客购物状况单位：美元/人,%类别1999年2000年2001年人均花费购物比例人均花费购物比例人均花费购物比

例全 国团 体63.4533.936.7148.129.6035.5散 客29.0725.431.9422.537.6531.2外国人团 体66.4634.237.9149.628.3735.2

散 客28.2028.440.3124.548.1336.2华 侨团 体45.7931.0----散 客23.1821.1----香 港  

同 胞团 体40.8030.718.9937.850.8736.0散 客29.1623.624.2820.028.4725.4澳 门  

同 胞团 体26.6842.169.0717.245.6121.5散 客29.6322.414.8421.526.8017.4台 湾  

同 胞团 体42.5022.438.3534.619.0139.8散 客45.8118.076.8217.267.6620.7表3 入境过夜旅游者购物状况单位：美元/

人,%类 别1999年2000年2001年人均天花费购物比例人均天花费购物比例人均天花费购物比例全 国团 体

94.7224.2108.5225.1128.0939.2散 客155.5920.5154.4712.1145.5213.0外国人团 体104.7025.1109.7727.3134.3042.8散 

客170.6023.3172.2213.4175.6314.9华 侨团 体99.2931.0----散 客151.9213.9----香 港  

同 胞团 体47.6022.284.3124.2129.5123.5散 客122.8716.7119.468.498.909.1澳 门  

同 胞团 体73.5624.089.044.3120.0213.7散 客143.019.9117.748.8119.9311.3台 湾  

同 胞团 体66.5313.6116.2020.4108.1931.2散 客143.9711.5140.9410.8148.2111.1  

从1979～2001年我国入境旅游者人数看，外国人占10.7%，华侨占0.2%，港澳台同胞占89.1%。其中，外国人的购物比例最

高，尤其是外国过夜游团体的购物比例2001年达到42.8%，比2000年上涨15.5个百分点。表4 我国主要客源国旅游人均天花费

及构成单位:美元/人,%类 别1999年2000年2001年人均天花费购物比例人均天花费购物比例人均天花费购物比例外国人

144.5823.8145.0719.4156.7725.7日本147.5913.0157.6115.4178.1618.7韩国151.7411.2164.7114.1188.2815.5蒙古

188.5033.6198.7941.9205.5449.6英国141.099.2123.4313.9139.6214.6法国161.8610.2152.1911.2123.8521.6俄罗斯

159.0217.1138.8931.4211.6428.6美国124.139.0141.1311.5134.9216.3加拿大148.768.7154.3511.9160.9013.6澳大利亚

152.789.9157.5512.1168.8111.8 

近三年，我国主要客源国的购物比例普遍上升，其中，蒙古和俄罗斯旅游者的购物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2001年蒙古的这

一比例接近50%，俄罗斯的比例虽有所下降，但也接近30%。而他们购买的主要商品为服装/丝绸类，70%以上旅游者表示对此

感兴趣。但近年来，除了服装/丝绸类之外，他们对纪念品/工艺品、食品/茶叶等的兴趣也逐渐增加，旅游商品的种类趋向于

多元化。  

表5 入境过夜旅游者在我国主要城市人均天花费及构成单位:美元/人，%类 别1999年2000年2001年人均天花费购物比例人均

天花费购物比例人均天花费购物比例北京219.9418.7229.1717.8233.8219.8上海218.5113.9226.9815.7227.9426.7广州

151.4313.8154.3612.5149.5018.6西安159.5719.8166.6224.5172.1124.3南京199.0821.1189.2334.9192.6522.2桂林

150.8618.4153.7724.8156.4024.3景德镇187.6946.1244.7250.7160.7439.2满洲里180.0033.7169.3557.3155.8644.3二连浩

特145.6963.5145.0350.6156.0251.1牡丹江176.7732.8183.5545.5179.0838.6乌鲁木齐160.7248.4161.8250.6157.1839.8 北

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间的旅游流构成了我国入境旅游流网络的主体骨架，也是我国三大旅游热点城市，但2001年除了上海

之外，其他两市的购物比例均低于平均水平，与旅游热点城市形象不相符合。西安、南京和桂林等城市旅游者的购物比例均

高于平均水平，他们在发展旅游业过程中，重视旅游购物资源的开发，而且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景德镇在我国旅游购物发

展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其陶瓷作为我国传统旅游商品，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因此很多旅游者到此一游时都要购买一

些货真价实的景德镇陶瓷，其发展历程值得我们去研究。满洲里、二连浩特、牡丹江和乌鲁木齐的入境旅游者在华购物的比

例在全国居前几位，这些城市的入境旅游者主要是外国人，尤其是以蒙古人和俄罗斯人为主，这两国的来华旅游长时间以边

贸为主，导致购物占消费者支出比例较大，其发展具有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  

（三）旅游购物结构分析  

我国旅游购物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由种类单一到相对丰富的过程。当前，各地都已开始意识到发展旅游购物的重要

性，纷纷加大了开发旅游商品的力度，开始重视旅游商品的设计，在加强宣传力度的同时，在制作上、工艺上较以前有所提

高，初步形成了以旅游纪念品、土特产品、实用工艺品等为主体的旅游购物结构，品种上基本改变了过去比较单调的局面，

层次逐步显现。从表6、表7可看出，我国入境旅游者感兴趣的旅游商品主要是服装/丝绸、食品/茶叶和纪念 品/ 工艺品等

三大类。其中入境旅游者对我国纪念品/工艺品的兴趣越来越大，尤其是港澳团体游客的这一比例都超出50%。  

表6 入境旅游者感兴趣的旅游商品单位：%商品种类年份1999年2000年2001年服装/丝绸39.535.837.6中成药/保健品

22.520.523.8食品/茶叶39.337.339.0酒类/香烟12.812.616.4瓷器/陶器24.523.524.2文物复制品/字画17.419.720.9地毯/挂

毯9.612.212.3首饰/珍珠11.815.016.8胶卷/电器6.26.27.5纪念品/工艺品29.839.339.5  

表7 我国主要客源国感兴趣的旅游商品(前三位)单位：%类 别1999年2000年2001年其中:外国人F(46.8)S(39.7)J(29.1)J

(40.4)F(39.9)S(36.2)F(49.5)S(42.7)J(33.4)日本S(44.5)F(35.6)Z(24.7)S(44.6)F(33.0)Z(23.5)S(44.2)F(37.3)Z(25.6)

韩国S(46.8)Z(28.9)J(26.8)S(44.5)Z(33.2)C(21.0)S(41.0)Z(32.1)F(30.5)蒙古F(98.6)S(21.9)J(13.3)F(77.7)J(38.1)C

(14.7)F(50.6)J(49.0)S(18.3)英国F(49.0)J(43.3)S(38.9)F(59.0)J(45.0)S(33.4)F(57.0)J(50.2)S(34.8)法国F(58.0)J

(41.7)S(39.9)F(57.6)S(37.8)J(37.5)F(62.1)S(48.3)C(44.4)俄罗斯F(85.7)S(49.4)Z(38.9)F(79.2)S(59.9)Z(41.8)F

(76.2)S(52.9)C(42.9)美国F(51.5)J(50.3)C(32.7)F(53.5)J(48.8)S(37.1)J(59.7)F(58.9)S(42.4)加拿大F(48.5)J(47.9)S

(41.3)F(47.3)J(37.1)S(36.6)F(59.1)J(46.2)S(44.1)澳大利亚F(52.7)J(38.5)S(29.0)F(48.8)J(36.0)S(36.0)F(50.0)J

(49.4)S(28.3)注：F——服装/丝绸；Z——中成药/保健品；S——食品/茶叶；J——纪念品/工艺品；C——瓷器/陶器。  

（四）旅游购物市场分析  

在生产环节上，目前我国的旅游商品生产总体上仍处在初步发展阶段。生产企业以中小厂家为主，大企业很少；生产旅游日

常用品、工艺纪念品的多，生产大中型旅游装备的少；旅游商品的技术水平较低、文化含量不高、地方和民族独有特色不

多；旅游商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各个环节结合不紧。  

在销售环节上，海外旅游者在我国购物的场所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8年海外旅游者在我国对购物场所的

选择有了很大的变化，从1997年主要选择综合商店及旅游定点商店购物变为主要选择宾馆商品部和免税店购物。其中，免税



店作为国际游客重点集中的高档购物场所，在旅游购物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80年，中国的第一批免税店相继

出现在北京、广州、上海机场隔离区内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我国各类免税店齐全，数量已达150多家，销售网络覆

盖24个省市自治区的90多个开放城市和边境地区，只有宁夏、甘肃等三四个地区还没有。至于市内免税店，目前我国只有两

家（北京和上海），其他城市如大连、青岛和厦门也经国务院批准正在筹办市内免税店。但与欧美免税业发达的国家相比，

中国免税品的每年销售额还不足2亿美元，只占世界200多亿美元销售额的1%。  

图1 1997～1998年海外旅游者在我国购物对场所的选择情况对比图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编著《1998年海外

旅游者购物抽样调查资料》，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  

（五）入境旅游者对我国旅游购物的评价  

从表8～10看出，入境旅游者对我国旅游购物价格、购物设施及购物服务质量的评价较高，尤其2001年比2000年有小幅度的提

高，三项游客满意度都达到了86%以上(在以上三表中,5～3分为满意,2～1分为不满意)。但我们不应满足于现状，应继续努

力，进一步提高游客的满意度，通过满意的游客更广泛地把旅游商品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提高我国旅游购物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  

表8 入境旅游者对我国旅游购物价格的评价单位：%类 别1999年2000年2001年5分12.816.320.54分32.131.637.63分

39.135.929.52分12.912.49.61分3.13.82.8合计100.0100.0100.0满意84.083.887.6不满意16.016.212.4  

表9 入境旅游者对我国旅游购物服务质量的评价单位：%类 别1999年2000年2001年5分13.015.420.44分29.029.232.53分

39.336.633.42分14.414.210.81分4.34.62.9合计100.0100.0100.0满意81.381.286.3不满意18.718.813.7  

表10 入境旅游者对我国旅游购物设施的评价单位：%类 别1999年2000年2001年5分11.813.819.94分28.229.834.73分

41.038.132.02分15.114.410.41分3.93.93.0合计100.0100.0100.0满意81.081.786.6不满意19.018.313.4  

（六）开展各种与旅游购物相关的活动  

2001～2002年上半年各地纷纷举办各种旅游购物节，如广东澄海金秋联谊会暨旅游购物节、第三届青岛召开旅游购物节、西

安市大力开展创“旅游购物环境最佳”诚信服务大联动竞赛活动。2001年三亚瑞海购物公园开始建设，这是三亚构筑旅游

“购物天堂”的重大举措。2002年4月，由国家旅游局主办、中国旅游协会承办的首届中国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在南京举办。

这些活动对提高我国旅游商品的设计生产水平，促进旅游商品的设计、生产与销售的结合，提高旅游创收中旅游购物收入的

比重，增强我国旅游商品的市场竞争能力，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二 我国旅游购物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剖析  

（一）观念落后  

长期以来,我们在旅游产品结构的政策上偏斜，重旅行社、宾馆建设，轻旅游商品的生产与销售，致使旅行社、宾馆超常发

展，而旅游购物则赶不上旅游业发展的步伐。其主要原因是我国自然、人文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对其开发及未来效益的期盼

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客观上形成发展热点。而长期以来忽视对购物旅游资源的开发，没有把购物也看成为一种宝贵资源。但

我国旅游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为了更好地吸引海内外游客，提高游客的重游率，必须开发新的旅游资源，形成新的旅游

吸引力，而旅游购物正好迎合了这一要求。  

表11 入境旅游者感兴趣的旅游资源单位：%类 别1999年2000年2001年山水风光69.152.553.1文物古迹46.844.045.0民俗风情

46.434.435.3文化艺术48.924.525.5饮食烹调42.331.930.4医疗保健32.39.712.6旅游购物32.726.326.3海 滩16.17.110.4节

庆活动12.69.411.4其 他5.611.813.4  

（二）市场定位不准确  

目前,人们在探讨旅游购物时，往往偏重于入境旅游者购物的开发和市场的拓展。这是由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是从国际旅游开

始并长期以其为首要发展目标所决定的，这一偏重在一定历史阶段看来,应该说是正常的。但当我国进入国际旅游与国内旅游

共同发展的时期，则再也不能将国内旅游商品与主要面向国际旅游者的旅游商品混同对待。应认真区别国内旅游商品与国际

旅游商品两者之间的异同，分析国内旅游商品及其市场的特征，探讨国内旅游商品的开发策略，这对于促进国内、国际旅游

业的发展，加速旅游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三）旅游购物市场管理不力  

当前我国旅游购物市场可以用散、小、乱、差来概括。散：从事旅游商品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和个人太过分散，资本集中度太

低，市场难以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品牌优势和集约优势，使整个旅游购物业的市场形象难以树立。小：由于旅游购物业属

于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市场进入门槛低，中小企业可以自由进出；同时我国旅游业开放时间短，行业内难以形成

具有规模优势的企业，很多景区、景点依托型的旅游商品经营者采用小摊点、小铺面、小作坊的方式经营。由于规模小、实

力弱，所经营的旅游商品种类较为单一，顾客的选择余地较小，而且定位不清，各购物店出售的商品缺乏明显的区别。乱：

由于市场从业主体过于分散，行业自律机制很难建立，因此给行业管理带来极大的难度，市场处于一种无序的竞争状态。市

场管理的相对弱化，其必然结果是伪劣商品充斥于市、旅游商品形象受损。差：正由于目前旅游购物业从业者分散、规模

小、旅游商品档次低、市场缺乏自律和监管等方面的原因，必然导致行业的整体服务质量差。  

（四）缺少研、产、供、销的良好机制  

目前我国旅游购物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不规范，导致产供销脱节，不能以游客的需求作为旅游商品生产及销售的导向是旅

游购物环节中最为关键的问题。  

1.设计——生产  

目前我国设计人员大多为工艺美术专业毕业，学科背景单一，几乎都是从美学角度设计产品，很少有旅游、经济等相关专业

的人士参与策划，因而设计出的产品多是工艺品，难以集纪念性、观赏性、艺术性、知识性、独创性、收藏性于一身，也就

很难满足旅游者的特殊需要。另一方面，优质新产品研发成本相对较高，而市场前景又难以预料，因此不少厂家对新产品的

研发热情不高，即使对此有兴趣的厂家，又常常受到资金问题的困扰，使不少好的创意最终难以成为产品而无缘市场，导致

设计与生产环节的脱节。  

2.生产——销售  

现在世界各地许多精美的旅游纪念品产地都是中国。我国生产的高质量产品行销世界，而大量粗制滥造的产品却充斥全国。

造成这种现象是由于我国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对经销者而言，低成本、大批量才能有盈利空间，因此便形成了目前我国旅

游商品高水平的生产能力与粗制滥造的经销模式之间的反差。  

3.销售——消费  

在这些环节里，中心应该是消费，即消费者导向。但从目前经营的角度来看，生产者和销售者没能做到这一点。在这里，关

键在于销售者而不在于消费者，生产者直接去对应消费者很难做到，直接对应消费者就违背了旅游商品的特点和规律，也违

背了经营规律。但销售则必须直接面对消费者，而成为生产与消费的关键环节。生产者应当转换为专业化的生产者，形成一

种工艺、多种产品并与市场紧密相连的格局。  

三 旅游购物市场新特点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购物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游购物的吸引力，需要我们高度关

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旅游的日常化、大众化  

旅游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消费方式，并不是特别的活动，因此，人们并不像以前那样期待别人赠送旅游纪念品。随着旅游的

大众化，增加了人们接触或购买旅游商品的机会，导致想买的旅游商品越来越少。  

(二)各种节假日增加，人们之间互相赠送礼物的机会也增加  

现代有各种节日，如母亲节、父亲节、情人节等，日常生活中送礼品的机会大大增加，因此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旅游时带给礼

品。因此，旅游购物中礼品的价值在下降。  

(三)旅游项目的变化  

目前体育旅游、考察旅游、修学旅游等针对性强的旅游项目增加，从而相对减少了游客对旅游商品的购买。家庭旅游、朋友

旅游的逐渐增加，也减少了人们购买旅游纪念品的可能，因为这些人本是旅游纪念品的主要赠送对象，如今，已没有必要购

买它了。  

(四)消费者的需求变化  

现代消费者更多的是追求心理上的满足，各地旅游商品的雷同导致旅游商品本身的魅力进一步下降。  

(五)市场经济的发展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渠道的顺畅，使地方的土特产在全国各地都可以销售，因此不去某个地方也可以买到当地的土特产

品。可以说，全国销售网络的发达与游览地土特产品的销售两者之间成了一种矛盾。  

(六)旅游购物与日常购物的趋同化  

随着旅游的日常化，购买旅游商品的行为、方法发生变化，汽车旅游、交通手段的发达，使旅游地的购买越来越与日常的购

买动机和选择标准相同。  

四 发展我国旅游购物的基本思路  

旅游购物是我国旅游业走向集约化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国家创汇的重要增长点。因此，应努力把它培育成继旅行社、饭

店、交通之后旅游业的第四个支柱产业。  

（一）实行旅游购物退税制度  

购物退税制度是世界很多国家普遍采用的促进旅游购物发展的重要举措，如新加坡自从实施购物退税制度后其购物收入增长

了20%。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这一制度，为了与国际惯例接轨，应尽快推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购物退税制，刺激海外游客增加购

物消费。具体做法:一是逐渐增加办理此项业务的商店数目，使海外游客所到之处能够方便进行购物；二是实施这种退税制的

商店的商品品种要广泛，从一般商品到纪念品，从普通的日用品、食品到高档的耐用消费品，使游客的选择余地大；三是退

税方便，持有免税购物单的人，在离境时，在机场、码头或其他出境点，当场就可领到应退税款，可以要求退还任何一种国

际流通货币。  

（二）实施“一村一品”战略  

“一村一品” 战略是以培育地方有特色的土特产、民间工艺品、风味食品等为主要内容，旨在提高地方竞争力和增加国民收

入的地域特色化战略，是一国推出重点旅游商品乃至名牌商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首先，鉴于我国国土面积大、经济实力较

弱的国情，“一村一品”战略应以省市为一个统筹核心来负责实施。其次，慎重筛选并确定本地区的特色品种。“一村一

品”既可以在现有的传统土特产、工艺品中选择，也可以根据现代旅游者需求及现代工艺开发出新的商品，但无论如何它应

该是能代表当地特色的，并有强大生命力，最终能问鼎世界市场的商品。最后，建立一套“一村一品”战略支持体系。中央

及地方政府应设立专门的“一村一品”培育基金，在税收、融资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并在国家旅游促销中作为重点商品

大力推荐给海内外游客。  

（三）培育国内旅游购物市场  

随着国内游客在旅游市场中逐渐占主体地位，我们必须大力培育国内旅游购物市场。为此，必须让广大消费品生产企业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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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到旅游商品的生产经营中。现代国内旅游者购物遍及旅游地区的整个消费品市场，旅游者来自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消

费层次，他们的购物趋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全国性或地区性的消费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旅游购物市场是一个缩小了的

日用消费品全国市场。因此，消费品生产企业可以将旅游购物市场这一缩小了的消费品全国市场作为进军全国市场或大经济

区域市场的桥头堡或试验地，运用在旅游购物市场所取得的经验，去扩大市场覆盖面，进而将产品推向大经济区域或全国。  

（四）创零售商品品牌  

由于我国旅游商品生产厂家多为集体和家庭个体工业，生产规模普遍较小，有利于零售企业在实现规模经济条件下在产品的

价格、质量方面对生产企业拥有控制力，从而建立与生产企业品牌相区别的自有品牌。创零售品牌的企业,要有较强的经济实

力，需要在旅游商品的创新开发、质量、设计、装潢和推广等方面进行投资。即零售企业应该拥有一定数量和水准的产品开

发设计人员，他们能准确地把握市场脉搏，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旅游商品，同时要加强对商品生产者的要求，为自有品牌确定

更高的质量标准，根本上杜绝假冒伪劣商品，真正取信于旅游者。  

（五）提高旅游购物吸引力  

如前所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购物吸引力却在下降，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主要原因是把旅游购物简单地理解为旅游

商品的购买，而忽视旅游购物作为一个过程，可以赋予它许多新的内涵，从而提高旅游购物吸引力。首先，游客在购物过程

中既可以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又可以增长购物知识，从而获得物质和精神双重满足。以往的旅游购物商店只作为单一的旅游

商品销售场所，单纯而功利性的交易关系一旦在商品方面无法突出其特色时很容易失去其吸引力。而海外旅游购物商店的一

些做法已经得到游客的普遍认可和欢迎。例如在泰国，不管是去珠宝商店，还是在蛇药店，进去之后不急于带顾客去买商

品，首先在专门的区域（类似多媒体课堂）进行商品知识方面的介绍，如商品的生产制作过程、主要功能、产地、特色等，

还带你参观生产过程，使顾客对商品有了较全面的购物知识和兴趣之后，才领你到商品区进行购物。一般来说，顾客受到这

一番“教育”之后，比较容易接受商品，并且在购物过程中又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从而给简单的商品购买赋予新的乐

趣。其次，营造富有人情味的购物环境,转变旅游商店只是旅游商品买卖场所的狭隘观念，作为旅途中游客暂时的休憩地乃至

新的旅游点。在这里，购物商店的购物环境及销售人员对购物起重要作用。游客可以在富有异国风情的商店中一边品尝当地

的风味食品，一边慢慢观赏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在销售人员的热情接待中轻松愉快地进行购物。这种旅游商店，因为其富

有人情味的浓厚的文化气息，给人以全新的感受而越来越受到游客的欢迎。总之，提高旅游购物吸引力，不要把眼光只盯在

旅游商品这一点上，应把它视为包括旅游商品、购物环境及相关服务人员在内的整体吸引力，而这三者的结合又以丰富的文

化内涵为主要吸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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