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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大量资料的统计分析!对蓬勃 发 展 中 的 中 国 城 市 节 事 活 动 的 态 势 进 行 了 较 深 入

的阐述!这一研究主要从城市节事活 动 的 主 要 类 型’现 状 评 价’基 本 规 律’讨 论 与 建 议 等 几

个方面加以论述&研究表明!目前我国节 事 活 动 的 研 究 主 要 集 中 在 概 念 界 定’经 济 效 益 及 效

益机理评估’节事活动与社会经济发 展 的 关 系’节 事 运 作 模 式 等 方 面!研 究 范 围 较 狭 窄&节

事活动的发展现状主要表现为数量’类型多而举办历史短!政府干预多而市场作用发挥不足!
主题重复与文化’经济结合不紧密!节事 活 动 运 作 模 式 多 样 化 等 特 点&文 章 分 析 了 我 国 节 事

活动的时空分布特征和规律!并对其开发与管理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城市节事活动#节事活动类型#现状评价#基本规律

中图分类号"F’1&D##?1&4D!!!文章编号"4&&&8&’"’$%&&5%&!8&"5’844

!!城市节事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形式!在我国城市的发展中正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节事活动!既张扬了城市的个性!繁荣了城市经济’文化

生活!也发挥着 (依节造势’因节发展’以节兴市)的作用!往往成为一个城市最具亲和

力和感召力的事物&但也应看到!目前我国城市节事活动尚处于不成熟阶段!需要进一步

引导’规范和管理&研究城市节事活动的特点!分析其经验与教训!总结其发展规律!对

于正确把握和预测中国城市节事活动发展方向’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4!研究进展综述

!!戴光全’保继刚 $%&&#%曾经撰文对西方节事及节事旅游研究进行过较全面的综述!
不过其论述中将节事称为事件*4+&据其综述!早在!&年代初!西方学术界就对节事活动

进行了研究&近年来!随着节事业从诸多行业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行业!对节事的

研究渐成热点之一&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介’大众文化’公共关系和休闲旅游等5个学

科领域&内容 涉 及 节 事 的 定 义 $E7.:27)41"5%’概 念 体 系 与 分 类 $G*Z),41$&#E7.:27)
41"5#E/:2)%&&&%!节事活动对地方品 牌 化 的 作 用 $L).‘411$%!节 事 活 动 的 产 品 化 和

经营 $L).‘4114%!参与节事活动的旅游者 $A,/+0./3*39G:?*Z411$%!节事举办地的

政策适应 $E/:2)4115%!节事及其结果的策划’规划和管理 $L).‘411$#L3/.2和I38
N*,%&&&#F,7@Z和L).‘41"1%!节事活动影响及评估等方面*%"4&+&

!!节事活动影响 及 评 估 研 究 同 样 是 节 事 活 动 研 究 的 重 要 方 面&L<,=/Z’?7+和 [Z=*>
$%&&%%分析了节事活动组织者对节事的影响&I.V73=/3和(*<,7),$411"%以411!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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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布里斯托尔国际海洋节为例研究了大型节事活动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L)>*3 "%&&##
以4111年英国公开赛为例对体育赛事的经济影响力进行了量化研究!H7+*3:2) "411$#
以美国新奥尔良举办的41"5年世界博览会为例$研究了大型旅游节事 "2*>>+*,V./<,7=.
)P)3.=#对城市的影响!\*7..."%&&##应用社会交换理论$分析了%&&&年悉尼奥运会对

当地居民及悉尼的社会影响%44"4$&!

!!在国内$随着我国近年来种类繁多的节事活动的蓬勃发展$人们对城市节事活动的研

究呈明显上升趋势!一些学者对节事活动概念进行了探讨和界定$在研究节事活动及相关

问题时%4""%4&$学者们经常使用 ’节事活动() ’节事旅游() ’节日活动() ’节庆活动()
’节事(等概念!总体上来观察$这些概念互有重复$有些则含义略有不同!但它们都是

以某一地区的地方特性)文脉和发展战略为基础举办的一系列活动或事件$形式 包 括 节

日)庆典)展览会)交易会)博览会)会议$以及各种文化)体育等具有特色的活动!因

此我们这里统一使用 ’节事活动("F)=.7P*>J-0):7*>QP)3.#这一概念来统称上述各种

术语!

!!一些学者%%%"#&&对城市节事活动的功能)意义和作用$以及存在问题和对策进行了探

索!综合他们的研究看$节事活动的作用和意义主要有*塑造城市形象$提升知名度+完

善基础设施$优化城市环境$推进招商引资+增加旺季客流量$弥补淡季需求不足+提高

心理预期$带动消费$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弘扬传统文化$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创造就业

机会$减轻就业压力+节前)节后蝴蝶效应使节事活动产生较长影响!这些作者指出$目

前中国城市节事活动存在的问题包括*缺乏地方特色$形象不鲜明$品牌意识不足$创新

不足+市场调研较少$产业化程度不高+缺乏足够的参与性和开 放 性+投 入 产 出 不 成 比

例$华而不实$造成财政压力!

!!一些学者还从经济学角度$对节事活动的经济学内涵)产业组织结构)节事经济效益

评价)节事活动对目的地的经济影响)节事活动与城市发展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4"#!&!
另外也有学者对节事经营模式进行了研究%#$"#"&!

!!纵观上述已有研究$可以看出国际上对节事旅游的研究已经较为系统化$尤其对节事

的组织)营销)影响等较为突出!国内的研究目前仍较多集中在城市节事的某个侧面进行

局部的分析!中国城市节事的整体态势如何？它们的发展存在哪几种形式？在空间上具有

什么样的分布规律？如何根据节事组织和管理的一般规律$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城市节事发

展之不足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以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希

望通过大量的数据收集与整理)统计与分析$找到这些问题的部分答案!

%!研究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通过文献法)问卷调查法)现场观察法等获得!其中文献法涉及

论文)报刊)互联网页搜索等方法+问卷法主要利用中国市长协会和 ,今日中国-杂志社

组织发放给市长协会成员城市的回寄样本!此外$作者近#年来亲身参与的数十次不同城

市的节事活动的现场考察和调查$包括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 "%&&4#)南京中国国内旅游

交易会 "%&&%#)乐山世界遗产节 "%&&##)井冈山旅游文化节 "%&&##)福建太姥山文化

旅游节 "%&&##等!通过以上方法$我们获取了5!%个城市节事活动主题分类样本$5#!
个城市节事活动空间分布样本$%’%个城市节事活动举办月份样本$4$!个城市节事活动

举办届期样本$4#’个城市节事活动节期样本$以及$&个城市节事活动绩效评估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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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样本#由于每个统计资料来源不一$同一资料来源填写内容不一%所以样本中存在

部分重叠#上述研究资料的截至时间为%&&#年底#

!!本文以上述数据为主要依据%对中国城市节事活动发生$发展的整 体 特 征$基 本 类

型$地理布局和运作规律等%加以观察与分析#

#!城市节事活动态势评价

!!通过整理分析上述各项样本数据$现场观察和文献浏览归纳%可以发现目前中国城市

节事活动的的基本态势主要表现为!

!!4$举办城市规模不一$数量众多$态度积极#

!!从城市规模上看%大到北京$上海这样的直辖市%小到县级市乃至建制镇%几乎都有

各自的节事活动&举办节事的城市 ’镇"数量$每一城市举办的节事数量都还处于陆续增

加的趋势之中#

!!%$节事类型多样%资源导向型节事较多%选题存在一定雷同现象#

!!目前对我国节事活动的类型划分%尚无统一标准#赵睿 ’%&&4"$吉文桥 ’%&&#"等

分别依据主题性质和 (命名物)形象载体对节事活动进行了分类#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

果%结合调查所得基础数据和背景情况%按主题将我国城市节事活动分成八种基本类型%
见表4#

表$!中国城市节事活动的基本类型及特征

%&’"$!J&,36-;C&29/4&;&/,3;*+,*/+-..3+,*K&)+&29+13/*&)3K32,+*2J4*2&

节事活

动类型
主要特征 典型节事活动

自然景

观型

以当地自然地理景观 ’独 特 气 象$地 质 地 貌$植 被%特 殊 地 理

风貌$典型地理标志地$地 理 位 置"为 依 托%综 合 展 示 城 市 旅

游资源$风土人情$社会风貌等的节事活动

中国哈尔 滨 国 际 冰 雪 节$张 家 界 国 际

森林节$中国吉林雾凇冰雪节

历史文

化型

依托当地文脉和历史传承 的 景 观$独 特 的 地 域 文 化$宗 教 活 动

等而开展的节事活动

杭州 运 河 文 化 节$天 水 伏 羲 文 化 节$
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

民俗风

情型

以各民族独特的民俗风情和 生 活 方 式 为 主 题 ’民 族 艺 术$风 情

习俗$康体运动等"的节事活动

南宁国际 民 歌 艺 术 节$中 国 潍 坊 国 际

风筝节$傣族泼水节

物产餐

饮型

以地方特产和特色商品及本 地 餐 饮 文 化 为 主 题%辅 以 其 他 相 关

的参观$表演等而开展的节事活动

大连 国 际 服 装 节$菏 泽 国 际 牡 丹 节$
中国青岛国际啤酒节

博览会

展型

依托城市优越的经济地理 条 件%以 博 ’展"览 会$交 易 会 为 形

式%辅以其他相关的参观$研讨和表演等而开展的节事活动

昆明世界 园 艺 博 览 会$杭 州 西 湖 博 览

会$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

运动休

闲型

以各种大型的体育赛事$竞 技 活 动 为 形 式%辅 以 其 他 相 关 的 参

观$表演等而开展的节事活动

奥运会$亚 运 会$全 运 会$中 国 银 川

国际摩托旅游节

娱乐游

憩型

以现代娱乐文化和休闲游憩活动为形式%辅以其他相关的参观$
表演等而开展的节事活动

上海 环 球 嘉 年 华$上 海 欢 乐 节$广 东

欢乐节

综合型
多种主题组合%一般节 期 较 长%内 容 综 合$规 模 较 大%投 入 较

多%效益较好的节事活动

上海旅游 节$北 京 国 际 旅 游 文 化 节 中

国昆明国际旅游节

!!根据上述5!%个城市节事主题样本数据%并根据表4进行分类型的节事数量统计%结

果可得图4#从中可见%在八种基本类型中%以物产餐饮型$历史文化型$民俗风情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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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中国各类城市节事活动的数量分配

F7OD4!B<+),7:97=.,7@<.7/3/S
S)=.7P*>=*39=0):7*>)P)3.=73A273*

自然 景 观 型 所 占 比 例 较 大!依 次 是"

%#K#%%K#4$K和4%K!四者合计占

样本总数的$5K$这一结果反映了我国

节事活动的举办主要是依托于当地最具

比较优势的资源和物产!对应了我国自

然资源多样#历史文化悠久#民俗风情

浓厚#物产特产富饶#饮食文化源远流

长等特点$而博览会展型#运动休闲型

两类所占比例依次为4%K和’K!娱乐

游憩型 则 更 小!仅 为4K!三 者 总 共 才

占样本总数的4"K$这一结果说明目前

我国在会展业#体育产业和娱乐业方面

的发展!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

可预见!其增长潜力十分可观$

!!除了节事类型分配上存在明显的不

平衡!还可发现我国的节事活动在主题

选择上也存在相互模仿#产品雷同的现象$比如以茶文化为主题的节事活动!在5!%个节

事分类样本中!就有1个!其中包括广州国际茶文化节#重庆国际茶文化节#安溪茶文化

节 %中国茶都&等$此外!节事活动的文化含量不足!多数节事活动虽然都宣称以 ’文化

搭台#经济唱戏(!但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往往忽略了文化内涵的挖掘$不管什么主题

的节事活动!大多有一些模特表演#演唱会#健美表演等与主题相关不大的活动$

!!##主办者以政府为主!但已出现运作模式多样化#市场化走势$

!!我国城市节事活动多数由当地政府部门牵头主办!按行政方式运作的较多$由于政府

在节事活动的专业策划#运作能力方面存在专业性不足的问题!加之行政干预多#市场作

用发挥不足!导致节事绩效不够理想$

!!目前我国城市节事活动的运作模式已呈现出多样化#市场化的趋势!市场规律正在发

挥着越来越强的作用$归纳有关样本数据!可以将节事运作方式分为四种主要类型"%4&
一级政府 %市政府&主办模式)%%&政府某行政部门 %如旅游局&主办模式)%#&政府引

导#企业承办#市场运作模式)%5&完全市场化运作模式$

!!其中第三种模式采用 ’政府引导#企业承办#市场运作(的方法!目前逐步成为越来

越多的城市愿意采用的方式$通过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产业办节(的形式!将整个节

事活动作为一项系统的文化#旅游#招商举措来运作!可实现社会效益与 经 济 效 益 上 的

’双赢($国内一些著名的大型城市节事活动!如南宁国际民歌节#中国青岛国际啤酒节#
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等都是采用此模式$南宁市政府4111年开始举办南宁国际民歌艺

术节!当年的广告集资与票证收入仅为’&&万元$政府从%&&%年起!实行政府办节!公

司经营!社会参与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当年 筹 资 总 收 入 达%$’$万 元!实 际 支 出%!15万

元!实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两三年后民歌节将全部实行

市场化运作!将率先成为我国完全市场化运作的节事活动$

!!5#多数节事公众参与不够理想$

!!由于多数城市节事由政府主办!当地居民和普通游客的参与程度不高!有些节事缺乏



!!期 余青 等!中国城市节事活动的开发与管理 "51!!

与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连接"知名度不高"种种原因导致节事参与者人数偏低的现象#
由于参与人数未达到理想的门槛人口"导致节事活动成本过高"节事效益不够显著#

!!通过对$&个城市的节事绩效评估 $活动参与人数%样本的统计分析 $图%%"可以发

现"我国多数城市节事参与人数一般不超过#&万人次"其中’万人以内的占样本总数的

#’D’K&’"4&万 人 的 占4!D4K&4&"#&万 人 的 占%’D"K#三 者 合 计 占 总 样 本 的

$$D5K#而4&&万人以上的仅占!D’K#对于一个4#亿人的人口大国"这样的节事参与

人数并未达到理想水平#

图%!中国城市节事活动参与人数分布

F7OD%!U*,.7:70*3.97=.,7@<.7/3/S
S)=.7P*>=*39=0):7*>)P)3.=73A273*

图#!中国城市节事活动举办届数统计

F7OD#!-.*.7=.7:=/S:)>)@,*.73O.7+)=
S)=.7P*>=*39=0):7*>)P)3.=73A273*

!!’’多数城市节事举办历史不长"节事品牌尚在成长之中#

!!与西方一些具有长期举办历史的节事相比"我国多数城市节事活动举办届数不长"能

持续举办并发展成为国际节事活动的则更是凤毛麟角#通过对4$!个节事活动举办届数的

样本统计 $图#%"可见目前我国多数城市的节事活动历史不超过5年 $假设每年一届%#
从节事届数的分布上看"节史在4"5年 $届%的城市占总样本数的!&K以上"其中仅办

一届的占4’D""K"二届的占4$D!’K"三届和四届的分别为4#D’#K和45D4%K#举办届

数超过4&年以上的城市仅占样本总数的4"D%K左右"其中有数据记载的届数最长的是洛

阳牡丹花会"自41"%年创办到%&&#年"已经成功举办了%%届#与此相比"国际上一些

经典节事活动往往具有更长的历史和更丰富的内容"如西班牙斗牛节举办期已长达5个世

纪"节间活动达到4’!项#

!!由于多数中国城市节事活动创办和延续时间不长"知名度普遍不高"具有一定国际化

水平的品牌节事活动更不多见#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我国一批大规模’高品位 $档次%
的节事活动正在逐步形成"如中国青岛国际啤酒节’大连国际服装节’中国哈尔滨国际冰

雪节等已成为具有一定品牌的城市形象工程#

5!中国城市节事活动的时空规律

>"$!空间规律

!!根据对5#!个城市节事活动样本分析"作者编制了我国城市节事活动的空间 分 布 图

$图5%"从中可以观察到其空间分布规律为!

!!城市节事活动分布呈现出东部地区多于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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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集中地区!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珠江三角洲#

!!5个亚集中区域!川渝地区"滇中地区"桂中地区"东北中部地区$

!!中国城市节事活动形成以上的空间分布规律%究其原因主要是!

!!城市节事活动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与各地的自然资源"历史文化"经济水平"旅游

环境和市场发展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的综合实力和旅游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节事活

动的规模"节期和水平$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旅游业的发展在地域上存在着较 大 的 差

异$东部地区无论是社会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从总体水平上都远远超过了西部地区%这就

导致了我国城市节事活动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东部多%西部少的不均衡格局$

!!东部的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珠江三角洲#个集中地区%是我国城市最为集中的

地区%不仅社会经济高度发展%而且旅游业也最为发达$绝大多数城市都非常重视节事活

动%甚至有的城市一年中举办的各种节事活动多达几十个$目前我国举办届数较长"知名

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节事活动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如已举办了4’届的广州国际美食

节"4#届的中国青岛国际啤酒节"!届的北京国际文化旅游节等$

图5!中国城市节事活动空间分布图

F7OD5!L)/O,*027:*>97=.,7@<.7/3/S:7.ZS)=.7P*>=*39=0):7*>)P)3.=73A273*

!!川渝地区"滇中地区"桂中地区等5个亚集中区域%在中"西部地区都属于经济文化

和旅游业较发达的地区$尤其是重庆市"四川的成都"云 南 的 昆 明"广 西 的 桂 林%近 年

来%经济文化和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为城市节事活动的开展创造了良好条件%许多节事活

动已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如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中国昆明国际旅游节"桂林山水旅游

节等$东北中部地区也因成功举办了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中国黑龙江国际滑雪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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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吉林雾凇冰雪节等重大节事活动"而成为我国城市节事活动较为发达的地区#

>"#!时间规律

!!我国城市节事活动往往规模不一"在特定空间范围内定期或不定期举行"其时间规律

表现为!

!!节事活动举办的历史越长"其知名度往往越大#如举办届数较长的大连国际 服 装 节

$4!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 $41届%&山东潍坊国际风筝节 $%4届%&洛阳牡丹花会

$%%届%"都已成为我国著名的节事活动#

图’!中国城市节事活动举办时间年内分布

F7OD’!-)*=/3*>*,,*3O)+)3./S
S)=.7P*>=*39=0):7*>)P)3.=73A273*

!!通 过 对%’%个 节 事 活 动 举 办 月 份

的样本统计分析 $图’%"可见节 事 活

动在 一 年 内 的 安 排 集 中 于5&’月 份

$春 季 %" 所 占 比 率 为 4%D&!K&

"D!4K"以及1&4&月份 $秋季%"所

占比率 为%4D11K&4"D55K"而 秋 季

节 事 多 于 春 季" 二 季 共 计 占

了!&D4K#

!!我国 节 事 活 动 的 举 办 具 有 明 显 季

节性的 原 因"一 是 我 国 城 市 节 事 活 动

的举办往 往 是 依 托 于 当 地 最 具 比 较 优

势的自 然 资 源 和 物 产"节 事 活 动 内 容

受季节性影响较大"此外"春秋二季气候适宜"而秋季比春季更宜人"也是旅游者出游的

最佳时间"以致许多节事活动都在春秋二季举办’二是受季节性影响较小的博览会展型&
娱乐游憩型&休闲运动型等节事活动的所占比例较小#

图!!中国城市节事活动节期统计

F7OD!!H<,*.7/3/S:7.ZS)=.7P*>=
*39=0):7*>)P)3.=73A273*

!!通 过 对4#’个 节 事 活 动 节 期 的 样

本统 计 分 析 $图!%可 见"多 数 节 事

的节期 介 于%"4&天 之 间"所 占 比 率

为!&D$5K"而 综 合 性 的 节 事 活 动"
往往节期较长"一般为!&天以上"所

占比 率 为%D’K"说 明 了 目 前 我 国 许

多节事活 动 的 影 响 力 和 范 围 都 是 很 有

限的"节事 活 动 往 往 成 了 当 地 人 自 娱

自乐的活动#

!!节事 活 动 的 影 响 效 果 符 合 指 数 函

数规律"即前几届效果增长速度较快"
后来呈缓 慢 增 长#一 般 情 况 下"节 事

活动吸 引 力 边 际 效 用 随 时 间 递 减"同

一项目在 第 二 次 上 演 时 比 第 一 次 上 演

的吸引效应相应递减#

!!节事投入产出比随节事活动生命周期而变化#成长期需要较多投入’成熟期经济产出

远大于投入"并且往往会持续一段时间’衰退期又会出现产出不及投入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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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建议

!!4!加强理论研究"推进节事活动的理性发展

!!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城市节事活动研究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研究视野不够

宽阔"基础数据缺乏积累"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定量研究不足"研究成果大多缺乏理论背

景"理论研究尚不够系统化#对此"应加强节事活动理论和方法上的研究"以增加学科的

学术积累"同时要注重把理论研究成果进行转化"以科学地指导各地节事活动的 实 践 工

作"充分发挥其更大的应用效益#

!!%!举办节事活动"必须遵循必要的管理原则

!!从根本上来说"城市节 事 活 动 是 一 种 经 济 现 象"在 其 运 作 上"应 当 遵 循 必 要 的 管 理

原则$

!!公众参与性原则 %0<@>7:0*,.7:70*.7/3&$广泛的参与性是节事活动赖以成功的关键所

在#参与性来自二方面"一是业内人士的参与"二是广大群众的参与#我国城市节事活动

应该努力改变带有较强的 ’官方色彩("现场观众往往作为 ’与君同乐(陪衬的现状#

!!地方性与国际化原则$根据当地实际!应对市场需求!利用独特优势!选择鲜明特色

的主题定位"是成功举办节事活动的支撑点"同时国际化也是节事活动成长发展的必要条

件#可以说"地方性与国际化之间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关系"它 贯 穿 于 节 事 活 动 创

建!培育和发展的全过程"是节事活动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

!!确定性与规范性原则$节事活动虽然是一种动态的吸引物"但又必须在动态中寻求某

种确定性和规范性"所谓 ’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严谨周密的管理和确定性是塑造节事

主题的关键"是节事活动产品化的基本条件"也是著名节事获得巨大效益的成功秘诀#如

事西班牙奔牛节共有4’!项活动"在长达5个世纪的历程中"每年$月"日"45日"这

些活动分布在潘普罗那市固定的时间和空间"以十分的精确性年复一年"数百年不变#

!!市场化与产业化运作原则$节事活动既然作为产品进入市场"就必须遵循市场规律"
注入 ’成本与利润(!’投入与产出(的理念"建立 ’投资6回报(机制"吸引大企业!大

财团以及媒体的参与"通过出色的市场化运作"形成 ’以节养节(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
产业化运作则是围绕节事活动"以招标投标!合同契约的有序竞争方式进行"并逐步形成

新兴的 ’节事经济(%GCAQ):/3/+Z&和 ’节事产业(#

!!系列化 %F-Q)=-),7*>c0),*.7/3&与品牌化原则$节事活动的系列化运作要依据传

统性!文化性!综合性和动态性特点"以形成不同时间尺度!不同规模等级的系列节事活

动#系列化运作包括节事活动类型的多样化和活动时间的系列化两个方面#

!!活动类型多样化是指一个城市的节事活动应该形成大型节事!特殊节事!标 示 性 节

事!社区节事等相互协调!互为补充的不同类型*活动时间系列化则是指在考虑宜出游时

间!活动内容!季节性前提下"使各种节事活动在一年中形成系列分布#

!!而节事活动品牌化运作包括产品化!制度化!产权化三个方面#产品化即把节事活动

作为一个产品"打造成为城市营销的品牌*制度化即建立和完善节事产品开发与 创 新 体

系*产权化则特别注重节事活动品牌的注册与知识产权保护"建立专业的节事活动策划!
运作公司#

!!#!加强节事活动宏观调控和指导"使时空分布和类型合理化

!!由于我国节事活动的举办往往是依托于当地最具比较优势的资源和物产"以及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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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休闲运动"娱乐游憩等活动类型发展相对滞后#节事活动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东部多

西部少的不均衡的现状特点#在节事活动的举办中必须强调因地制宜#强调宏观调控和指

导#以促使节事活动的时空分布和类型合理化和更加完善#并形成良性的竞合态势$

!!东部地区的城市#要充分利用经济文化及旅游 业 高 度 发 达#商 务"娱 乐"休 闲"游

憩"服务"文博"修学等产业基础强大#市场前景广阔的优势#应对人们对文博修学"休

闲运动"娱乐游憩的强烈需求#努力提升节事活动品质"促进其升级和转型#形成一些在

传统"吸引力 %*..,*:.7P)3)==&"形象 %7+*O)&有重要影响#并最终与城市目的地融为一

体的标志性节事 %]*>>+*,VF-Q=&#同时 要 大 力 开 发 博 览 会 展 型"休 闲 运 动 型"娱 乐 游

憩型等节事活动$

!!西部地区的城市则要立足于资源现状#着眼于市场#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丰富"民俗风

情浓郁"物产特产富饶的优势#大力发展以资源性为主体的节事活动#培育出源于资源而

又高于资源的地域特色鲜明"民族特色突出的重大或标志性节事活动$

!!5"渐进式地推进节事活动的市场化运作

!!鉴于我国节事 活 动 还 带 有 一 定 公 益 性 质 的 现 状#其 市 场 化 运 作 需 要 渐 进 式 地 推 进$
’政府引导"企业承办#市场运作(#是一种比较符合我国国情"较理想的模式$针对节事

活动运作涉及部门"行业和企业众多#需要政府对其运作实行整体协调的实际#应该在现

有的会展办"大型活动办公室的基础上#建立城市政府的专业节事管理部门#加强对节事

活动的宏观管 理 和 指 导$同 时 建 立 节 事 专 项 资 金#为 节 事 活 动 提 供 公 共 服 务 %U<@>7:
-),P7:)&保障#而节事本身的运作则由专业节事公司操作$目前#我 国 一 些 城 市 在 这 方

面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青岛市为了统筹中国青岛国际啤酒节"中国青岛海洋节等一

系列节事活动#专门成立了青岛市人民政府重大节事活动办公室#并对节事活动实行了逐

步地市场化运作#已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强化节事活动促销与城市目的地营销

!!一流的策划#一流的产品#再加上一流的促销#才能创造一流的效益$节事活动时间

短#产品性质特殊#临时调整难度大#对促销的要求较高#除一般促销手段外#还应该采

取!聘请专业性中介公司#努力推进市场化和专业化运作)建立网站#通过互联网促销)
多节联办#组合产品#联合促销等方法$

!!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节事活动在地方品牌化中所具有的 ’作为促进城市发展的动

力#强化地方意识)作为城市形象的塑造者#提升城市声誉)作为城市旅游吸引物#构成

旅游产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提升旅游吸引物和城市目的地地位的催化剂#拉动地

方基础建设(的作用 %L).‘DH#411$&#将节事活动作为城市特殊的营销战略或城市目的

地营销计划的组成部分#融入到城市营销或营销城市的活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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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Z),̂ HYA>737:*>>Z*00>7)9O)/O,*02Z!C.=,/>)73.,*P)>+)97:73)YU,/S)==7/3*>L)/O,*02),#41$&#>$%5&!5%4

"5%"Y
*5+!E/:2)GYG)O*8)P)3.=*39G/9),37.Z!c>Z+07:=*39QR0/=73.2)L,/N.2/SL>/@*>A<>.<,)Y(/39/3!E/<.>)9O)#



"’5!! 地!!理!!研!!究 %#卷

%&&&!"##$%$!"%$$Y
%’&!L).‘HY-0):7*>)P)3.=YC3$G)9>7V-")9Y#YG*3*O73OM/<,7=+YW<..),N/,.28])73)+*33(.9!4114Y4%%"4#&Y
%!&!L).‘HYQP)3.G*3*O)+)3.J QP)3.M/<,7=+YB)N_/,V$A/O37‘*3.A/++<37:*.7/3A/,0/,*.7/3!411$Y%4%

"%4’Y
%$&!A,/+0./3^(!G:?*Z-(YG/.7P)=/SP7=7./,=*..)3973OS)=.7P*>)P)3.=YI33*>=/SM/<,7=+E)=)*,:2!411$!#>

"%#$5%’"5#1Y
%"&!E/:2)GYG)O*8)P)3.=*39<,@*30/>7:ZYI33*>=/SM/<,7=+E)=)*,:2!4115!#$"4#$4"41Y
%1&!L3/.2 !̂I3N*,-IYB)Na)*>*39@).=/3)P)3../<,7=+YA/,3)>>]/.)>*39E)=.*<,*3.I9+737=.,*.7/3f<*,.),8

>Z!%&&&!>$"5#$$%""#Y
%4&&!F,7@Z\!L).‘HYF)=.7P*>+*3*O)+)3.$*:*=)=.<9Z0),=0):.7P)Ŷ/<,3*>/SM,*P)>E)=)*,:2!41"1!#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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