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州市旅游地形象策划及促销 

文/董 卫 唐德善 

   柳州市及其辖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北部，北部为云贵高原的东南缘，东部是大瑶山，中
部和西南部为岩溶地貌、丘陵及河谷平原。境内江河纵横，主要河流包括柳江、都柳江、寻江（古
宜河）、融江、洛清江等，均属西江水系。柳州气候暖热润湿，地质构造、地貌、土壤类型复杂多
样，因此造就了该市生物种类丰富多样、生物群落类型多、结构复杂的特点，蕴含着巨大的生态、
经济和社会效益。 
   一、柳州旅游地形象策划的基础——地理文脉分析 
   （一）环境区位条件 
柳州市及其辖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北部，辖区包括柳州市区、柳城、柳江、三江、融安、融
水、鹿寨等6个区县，涵盖的总面积为18678km2。其中柳州市区面积658km2。柳州平面形态呈不规
则的长条形，南北方向长，东西方向短。 
原柳州行政区划分为柳州市的4个城区、1个郊区和下辖的两个县，即城中区、鱼峰区、柳南区、柳
北区、郊区、柳江县、柳城县。全市总面积5307平方公里。按照2002年广西新的行政区划调整方
案，柳州市的行政辖区由原来的1市二县扩大为1市6县，辖区包括柳州市区及柳江县、柳城县、鹿
寨县、融安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和三江侗族自治县。 
   （二）自然环境背景 
   1. 地貌景观 
柳州市的北部为云贵高原的东南缘，东部是大瑶山，中部和西南部为岩溶地貌、丘陵及河谷平原。
地势大致为北部、东部高，中部及西南部低。境内江河纵横，均属西江水系。按地貌形态、海拔高
度和切割深度，可分为中山、低山、丘陵和平原、岩溶地区。 
   2. 河流水系 
柳州市水系属外流水系，王要河流有柳江及其支流，属珠江流域西江水系，河流众多，水系多呈树
状分布，河网密度每平方公里0.31公里，主要河流包括柳江、都柳江、寻江（古宜河）、融江、洛
清江等。 
   3. 生物多样性 
   柳州南气候暖热润湿，地质构造、地貌、土壤类型复杂多样，为生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
的生态环境。因此该市生物种类丰富多样、生物群落类型较多，结构较复杂，有巨大的生态、经济
和社会效益。主要分布于融江流域的山区，而南部干旱地区和西部石灰岩山区，物种较少。 
   （三）人文环境背景 
   1. 历史沿革与文化积淀 
柳州市郊白莲洞、鲤鱼嘴、蓝家村等地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和石器
等遗存，显示了这地区有长这数万年持续的史前文化活动。出土的汉代文物中有南方民族特色的铜
鼓和铸汉字的铜镜，可以看到距今约2000年前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在这里的交流和融合。 
   2. 民俗与民族文化 
秦以前，柳州市属古百越地，秦代以后汉族移民“与越杂居”。宋以后，瑶族、苗族等自周边地区
迁入，形成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均有独特的风情习惯。其文化艺术，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其中，壮族的左江崖壁画就是两千年前壮族先民创造的艺术瑰宝。 
   二、旅游资源特色及优势 
   柳州地区的旅游资源包括自然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源两大部分，尤其体现在以人文旅游资
源为主体、自然旅游资源相得益彰的综合优势上面。据不完全统计，柳州市有近70个自然旅游资源
基本类型实体，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和生物景观三个大类，13个自然资源基本类型；具有近百
处人文旅游资源基本类型实体，包含了人文旅游资源中的24个基本类型。体现了较为丰厚的历史文
化积淀。 
   与桂林、北海等世界级的自然风光旅游胜地相比，柳州地区的自然风光不具有优势，但在民
俗风情旅游方面却独具吸引力。柳州市各族人民热情好客，民风淳朴古老，地方特色浓郁，许多民
俗极具神秘感。如：壮族以刘三姐为代表的歌仙形象，侗族特色鲜明的风雨桥和鼓楼，苗族的内容
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瑶族传统舞蹈鼓舞和铜鼓舞，被称为是柳州民族文化四绝，对游客颇具吸引
力。 
   目前旅游的发展趋势是游客越来越钟情于以生态和文化为主题内容的旅游。对于热衷于文化



 

旅游的人们来说，促使他们旅游的原因已经从休息和放松转向学习和经历。文化旅游者特别有兴趣
观看和经历现存文化和居民生活，他们对生活在同一地球的另外的族群一直抱有一种好奇的心理，
想了解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日常吃穿住行。因为这些活生生的、在本地人看来司空见惯的现
象，从异域人的眼光里看来俨然是一出最富表现力的活话剧。 
   三、柳州旅游地形象定位 
   根据柳州自然风光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民风民俗资源及其在广西旅游格局中的地位，可以
确定柳州地区的旅游形象为：以百越文化为内涵，以湖光山色为背景的历史古迹、民俗文化旅游
区。使游客既能观赏美丽的沿江风光，感受淳朴的民风民俗，又能增长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 
   针对柳州旅游资源情况及景区建设状况，可以开发柳州民俗游、名人故居游、柳州风光游、
以工业旅游为主的专项旅游等项目。 
   四、柳州旅游地人—人感知形象设计 
   人一人感知系统会深刻地影响旅游者的内心感受，乃至整个旅游经历的满意度，其主要目的
是要为旅游地树立一个愉心、愉目的旅游地形象，是促使旅游者重游该旅游地的重要因素。 
   1.服务行为形象设计 
   旅游服务质量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管理： 
   （1）在职业道德与文化修养方面，服务人员要热情、礼貌、朴实待客。 
   （2）加强员工的自觉服务意识，促使员工发自内心地、热情地解决客人的困难和各项合理要
求。 
   （3）树立管理即服务的理念，不但服务于游客，而且服务于员工和当地居民；处理问题快而
迅速，公正而有技巧。 
   2.居民形象设计 
   居民是旅游目的地中人数最多的一类人，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从事旅游服务行业，通过服务
行为影响旅游者的满意度。但是，大部分居民并不直接从事与旅游者接触的工作。他们分布面广，
生活方式、语言、服饰、活动行为等自然地成为旅游者眼中目的地的一部分，与风景同样地被观
赏。当地居民也会相应地将外来的旅游者，视为与之不同的人，因而也会去观赏他们。这种观赏交
流的结果会影响到双方各自对对方的态度和行为。 
   在旅游地形象的构建过程中，居民形象的树立可通过目的地管理的方式加以完善，但是，居
民毕竟不是以取悦于旅游者为生存目的的，居民形象以客观和自然，而非虚伪、做作为根本。目的
地需要在调节旅游对当地社会的负面影响方面（示范效应、新殖民主义等等）、旅游者与当地居民
的冲突方面起到作用，这是建立目的地居民形象的基本前提。 
五、柳州旅游地形象的传播策略 
柳州旅游形象传播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宜安排，近期应以柳州市及周围地区游客为主要的
宣传对象，中远期则以中国东部城市及国际游客为主，地域文化差异对他们有较强的吸引力。 
   1.形象广告策略：形象广告费用较高，但影响力大。可利用广播、报刊、杂志、旅游图册等
相对较便宜的媒介进行旅游促销。也可利用前往国外进行文化、艺术、体育、科技交流活动的团体
协助宣传，组团到国内外其他城市举办展览会，开展旅游宣传和促销活动，或利用电视媒体进行直
观性、实时性、普及性的宣传[4]。 
   2.公共关系策略：一般来讲，政府和旅游企业较重视公共关系，它有下列优势：（1）成本较
低；（2）可以获得比广告更可观和有利的媒体报道篇幅，而这又常被视作产品销售的一种承诺；
（3）公关活动可以到达一个非常广泛的公众群体，以帮助旅游区域或企业提高知名度，并对自身
产品进行良好的形象定位。因此，采取公共关系策略，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举办各种公关活动可以
很好地扩大其知名度。 
   3.网络媒介策略：对于国际游客来说，网络是他们了解异地的常用手段和方式，又因网上的
旅游促销活动没有时间限制，随时可以接受用户访问，将来会成为最有效、最普及的旅游形象传播
手段。 
   4.其它传播信息：游客获取旅游地信息的途径除了电视、报刊、杂志、口传、旅行社外，还
有一部分是通过书籍、电影。柳州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气息，是汉、壮、瑶等民族聚居
的城市，几千年来一直是汉族和岭南各土著民族经济和文化交流、融合的汇集点，具有浓厚的民族
传统文化沉积。歌仙刘三姐的形象更是由于电影《刘三姐》的一度热播而深入人心。 
   六、对柳州旅游地形象的总体评价 
   柳州在国内游客中知名度、美誉度属于中等水平，国外游客则知者更少，但他们了解“桂林
山水”，并对桂林山水评价较高，间接地也会逐渐知道柳州山水。柳州在游人心目中的形象多偏重
于历史文化，工业基地等，并具有浓厚的风土民情。柳州本地人，尤其是住在柳州及周边的人们谈
起柳州如数家珍、赞不绝口，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作为本地人可能会以主人翁的心理故意宣传
和推销本地区，另一方面作为在此长期生活的本地人他们更能深刻领会到柳州的魅力。因此，适时
地抓住柳州这一形象特点进行旅游宣传，可以有力地推进柳州的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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