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载入中…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 城市艺术专业委员会 中小城市发展委员会

城市理论 建设 经济 体制 竞争 科技 文化 社会 旅游 管理 城市政务 领导 新闻 采购 法规 投资 市长参考 图书频道

城市经验 建设 经济 体制 竞争 科技 文化 社会 旅游 管理 网上展厅 政府 单位 名企 专家 旅游 城市年鉴 会员城市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2008年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科学… 

·关于出席《2009全国中小城市… 

·举办市长、局长（生态旅游）… 

·《中国城市年鉴》2009年卷 

您现在的位置： 中国城市发展网 > 城市理论 > 城市资源旅游 > 文章正文

政 府

最 新 热 门

旅游市场竞争全球化条件

浅谈塑造桂林旅游新形象

开发钦州市旅游业的探讨

论广西旅游业创新发展的

谈大力发展廊坊市休闲旅

关于提升休闲农业旅游地

浅论乡村旅游与农村旅游

乡村旅游发展问题与对策

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

中国旅游饭店定位的创新

吉林省冰雪体育旅游产业

长沙市影视旅游开发浅析

当前云南旅游资源优势及

城市水业的新机遇新模式

焦作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最 新 推 荐

双鸭山将在全省率先创建

泛北部湾区域旅游合作的

泰州发展城市旅游的对策

乡村旅游：三十年与三个

以“软实力”来推动旅游

打造“夏都”专家谈：“

打造旅游地产灵魂的三大

东方明珠：借助世博演艺

抓住良机积极发挥兵团旅

抢抓机遇，努力把白山建

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

雷山倾力打造“中国苗族

水资源的资产化、资本化

桂林旅游产业与城市经济

城市旅游发展模式选择的

学 校

长沙市影视旅游开发浅析

作者：王艳 文章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更新日期： 2009-5-25   

   一、引言  

    

  影视旅游又称电影引致的旅游（Film-induced Tourism），国外的研究者们普遍用电影引致的旅游来

概括由影视剧导致的旅游现象。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视角来定义影视旅游。Bus-by和Klug（2001）把影视旅

游定义为：旅游者前往某一目的地或吸引物是由于该地曾经在电视、录像和电影银幕中放映过。Iwashita 

（2003）深化了这一概念，认为通过向观众展示目的地的特点和魅力，电影、电视以及文学作品可以影响

个体的旅游偏好和目的地选择。国内学者将概念界定的重点放在了产品上。王玉玲等（2006）认为，所谓

影视旅游，从供给的角度说，是指旅游经营者开发并利用电影电视的制作地点、环境、过程、节事活动以

及影视剧中反映出来的能够促进旅游的文化活动，经过策划宣传，推向旅游市场，以取得旅游需求满足和

经营利益相一致的一种新的旅游产品类型。从旅游者角度来说，是指旅游者花费一定的时间、费用和精

力，通过对影视拍摄的场地、环境、过程以及由影视引申出来的旅游资源的游览、体验，来满足自己求

新、求知、求奇等心理需求的旅游经历。  

  旅游业界的促销人员正是看到了电影对旅游者的旅行决策的诱导作用，所以巧借影视作品造势，对旅

游外景地开展全方位的宣传促销。影视作品作为旅游营销的有效手段，具有其他营销方式所不具备的优

势：一部成功的影视作品，有着长盛不衰的艺术魅力，从而对旅游外景地有更长时间的展现；故事情节能

够使人产生强烈的旅游欲望，加上特技效果的应用、明星效应和最佳的拍摄角度更强化了旅游外景地的形

象。影视作品对旅游外景地的宣传是全方位的、立体的和持久的，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为当地创造经济效

益。比如2004年红遍东南亚的韩国连续剧《蓝色生死恋Ⅱ——冬日恋曲》开播后深受影迷喜爱，其拍摄场

地、主角曾经踏足的海滩、牧场成了旅游热点，很多韩国观光旅游公司，抓住这个契机，找准切入点，都

以《蓝色生死恋Ⅱ》的拍摄场景及相关事物为主要的旅游行程。根据韩国观光公司的调查，该剧的播出大

大带动了韩国旅游业持续升温的热潮，仅2004年1月到9月期间，参加《蓝色生死恋Ⅱ——冬日恋曲》旅行

团前往韩国的日本游客达到20万人，相关经济收益达240亿日元。同样国内也有很多利用影视作品宣传旅游

外景地获得成功的实例。1990年，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山东祁县乔家大院拍摄，该片的上映取

得了票房的巨大成功，影片获得意大利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并获1992年美国第6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

片提名，自此乔家大院开始闻名遐迩，影片拍摄当年乔家大院接待游客增长率迎来了高峰。2003年，祁县

政府有关部门联系影视公司打算拍摄一部以乔家大院为名称的影视剧，经过种种努力，同名电视剧《乔家

大院》在2004年3月开拍，当年游客访问量增长了近1.4倍。该剧于2006年初播出，仅仅3个月后就造成了

“五一”的“井喷”事件。  

  影视作品对外景地的旅游促销作用显而易见，因此许多具有先天优势的外景地联络相关部门通过打造

精品影视作品来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长沙亦存在着这方面的优势条件。  

    

   二、长沙市发展影视旅游的依托条件  

    

  1、旅游资源条件  

  长沙风景秀丽，自然环境优美，市内山水城洲相映，毛泽东主席诗词《沁日春·长沙》中所描写的

“湘江北去，桔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的境地，就是长沙自然风光的写

照。全市共有人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古迹与建筑、休闲购物等旅游资源6大类39种544处。  

  长沙是我国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拥有独特的湖湘文化，素有“屈贾之乡”、“潇湘洙

泗”的美誉，是湖湘文化之集大成者，“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名人文化是湖湘文化所特有的现象。长

沙还有革命传统，有“革命摇篮”之称，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近代伟人辈出，成为举世闻名的革命

圣地。  

  2、影视资源条件  

  长沙拥有着良好的影视资源条件。隶属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湖南卫视坐落于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内

的金鹰大厦。其以娱乐为特色、以创新为动力，已连续六年牢牢地处于全国省级卫视领先地位。最新出炉

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显示，湖南卫视品牌价值现已达到57.52亿元，较2007年增值11.58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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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97年，湖南卫视在上星之初就推出了《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等创新节目，迅速在全国刮

起了“快乐旋风”；2004年正式推出“快乐中国”品牌理念，并连续四年举办《超级女声》和《快乐男

声》，一举改写了“明星娱乐大众”的历史，PK、海选、粉丝成为社会流行语，一批大众喜爱的草根明星

应运而生，超女冠军李宇春成为当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超女的轰动效应，使得湖南卫视成为

主导中国电视娱乐的风向标。今年又推出了继“超女”之后最火爆的大众参与节目《奥运向前冲》，13次

在全国同时段收视排名第一。 

  除了娱乐栏目与选秀活动之外，湖南卫视的电视剧创作在业内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自制大片《还珠格

格》创造了收视神话，不仅当年万人空巷，十年后的今天，重播收视仍然高居不下。近年又推出《恰同学

少年》、《大明王朝》、《血色湘西》、《又见一帘幽梦》等精品力作。以毛泽东、蔡和森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青年时代生活为内容的励志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在各大电视台热播后，长沙市内的湖南第一

师范、岳麓山等拍摄地吸引了众多游客。湖南第一师范是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求学的地方，也是《恰同学

少年》的重要实拍地。2007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前来湖南第一师范旅游的游客达到8000余人次，与前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4倍，其中从外地来湖南的游客更是增长5倍以上。与湖南第一师范交相辉映的岳麓山，

七天时间接待游客8.9万人次，门票收入110万元，同比分别上升了12％和13％。  

  21世纪初，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永久性落户长沙，在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整体包装下成为国内极具份

量的大型影视节庆活动。目前，这样一个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长沙世界之窗、长沙海底世界、湖南国际

影视会展中心、湖南国际会展（中心）酒店为一体的金鹰影视文化城为长沙市影视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深厚

的影视文化氛围和坚实的影视产业基础。  

    

  三、长沙影视旅游开发的措施  

    

  1、加强影视外景地的宣传力度  

  优秀影视作品能够很好的宣传城市的旅游形象，发展影视旅游就必须加强对影视作品拍摄地的宣传力

度。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成功的拍摄了一系列优秀的影视作品，从去年的《恰同学少年》到今年最近热播的

《丑女无敌》，都取得了良好的收视成绩。因为旅游宣传推介不够，很多熟知电视剧的观众都不知道其拍

摄地长沙，所以我们的旅游营销人员要把握好在长沙拍摄的影视作品的热播时机，通过各种途径宣传热播

影视作品拍摄地，也可以通过热播剧中的演员进行宣传推广，从而让更多的潜在的影视旅游者了解拍摄地

的情况，吸引他们前来旅游。  

  2、塑造影视旅游的文化氛围  

  影视旅游必须同影视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就必须努力营造文化内涵来吸引旅游者，满足旅游者

的内在需求。同时，也可以影视作品的视角对现有的旅游资源进行创新性的开发，营造出富有历史或者纪

念意义的文化氛围。山西的《乔家大院》就是这方面的典范，通过这部电视剧成功的塑造了山西近代文化

商人的形象，宣传了晋商文化，吸引旅游者前来游览。那么同样，我们的影视旅游宣传也可以联合政府及

影视拍摄单位，通过打造高质量的影视作品充分挖掘湖湘文化资源、红色旅游资源，来塑造“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的长沙精神文化，满足旅游者的精神需求。  

  3、积极开发影视旅游产品  

  借鉴国内外成功的开发经验，结合长沙市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旅游者的心理，不断丰富影视旅游产

品，多开展一些参与性强的旅游项目。如，将影视拍摄地恢复成拍摄时的样子，让旅游者亲身参与到影视

拍摄中去。《恰同学少年》的主要拍摄地湖南第一师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校方将把毛泽东所在的8班教室

等景点还原成剧中场景，这样可以让游客与《恰》剧剧情更贴近一些。据悉，为将湖南一师推广成湖南的

红色旅游品牌，该校还将在一些教室里安装多媒体设备，并定时播放校歌以及《恰》剧，让游客能在现场

感受到《恰》剧氛围。  

  旅行社也可以借助影视剧的推动强势，利用拍摄地组织旅游线路，推出以体验影视文化为主题的旅游

产品。2007年“五一”期间，湖南省牵手长沙市推出“青年毛泽东风华之旅”旅游线路，线路安排为“湖

南第一师范——橘子洲头——岳麓山（爱晚亭）——韶山”。上述景点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底蕴，在《恰

同学少年》播出后，满足了游客特别是年轻游客重走青年毛泽东之路的心愿，迎来了“红色旅游”的热

潮。同样，旅行社也可以联络相关部门，在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期间，利用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这一盛大

的影视活动来设计策划影视旅游产品，让游客参与到这一节庆活动中来。  

  4、提高接待服务能力  

  目前，长沙的一些影视外景地旅游接待能力有限，极大地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逐步

完善旅游景区的生活配套设施，扩大接待规模，提高接待等级，加强对服务人员的培训，创造一个良好的

旅游接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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