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至２０２６年世界旅游投资总额将高达 １２５４２亿美元，占世界总投资的
４７％；预计区域旅游投资也将增加，自２０１５年起的未来１０年，欧洲将完成
总额２１万亿欧元的旅游投资，占区域经济总投资５％。

（二）投融资领域由旅游产业核心部门转向旅游＋文化复合取向
旅游业的综合性特征，以及互联网技术均极大的丰富旅游企业投融资领

域。目前，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战略，确立旅游产业的战略性支持产业地位

以及文化产业的主导产业地位，并将旅游产业的核心部门景区纳入文化产业

部门体系，实现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这不但为多业务经营的旅

游企业投融资扩展了融资领域，使投融资实现旅游 ＋文化的复合投资取向。
同时，欧美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也在创建智能税收系统，并建立激励机制

以鼓励私营旅游企业的休闲游憩和文化遗产开发建设的投融资行为。国内外

的旅游与文化在企业层面融合发展，以及政府对旅游和文化的发展政策，都

将成为促进旅游企业投资的核心，从旅游产业部门向旅游＋文化的复合方向
转变的重要且持续存在的动力。

（三）跨境投融资是旅游企业未来投资的必然选择

２０１５年４月，ＷＴＴＣ发布的 《欧洲旅游业发展报告》表明，欧洲政府的

财政赤字，财政紧缩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激烈竞争要求未来旅游投资方向是明

确的和有针对性的；旅游企业投资不仅要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和旅游企业之

间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也要寻求跨区域跨境合作和创新的融资渠道。在中

国，近几年发生的旅游企业并购重组案中，跨境案例开始出现，如２０１５年锦
江股份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Ｋｅｙｓｔｏｎｅ公司８１％的股权，２０１６年中国人
寿收购喜达屋酒店等。由于中国国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与繁荣，以及国家国

际旅游合作逐步加深，国内旅游企业实现跨境投融资运营将成为必然趋势。

（陈玉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系主任，休闲与会展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博士；

孙慧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旅游投资的文化意义

肖佑兴，吴　林

近些年来，我国旅游业获得快速发展，旅游投资也如火如荼，很多旅游投资

获得较好的效益，但也有一些不太理想。关于如何投资的文章也非常多，大多是

从经济角度进行，下面笔者想从文化的角度谈谈旅游投资问题。马克思·韦伯说，

人是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的动物。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文化就是这

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寻找意义由此成为人作为人存在于世的基本方

式。因此，文化意义问题应该是旅游投资的根本问题，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投资方的意义

投资人的投资行为，其意义大致相当于三个层次：就业、职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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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借用俞敏洪的说法，就业就是临时工作，即通过投资使自己或企业活下

来。职业是你选择的这个行业你打算干一辈子。事业是职业的对外扩展与延

伸，是职业的最高境界，是职业人自己确定的人生目标与理想，并不惜一切

个人资源和努力为之奋斗。显然，旅游投资意义三个层次的价值观念、资源

整合与努力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投资意义的层次越高，其成功的几

率越大。与此同时，从文化意义与事业视角来看，旅游投资不仅仅是一个融

资、投入产出的经济问题，它也涉及到投资方的专业、坚韧与情怀等。

笔者认为，投资方如要获得成功的投资，大致需要三方面的素养：一是

对旅游长期的学习、研究与投资。旅游经济的特点是投资大，回收期长。时

间是投资的重要元素，长期的学习、研究与投资是获得良好收益的前提与基

础。二是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匠人精神，这是获得良好收益的关键。较多旅

游产品追求 “短、平、快”（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带来的即时利益，忽

略了产品的品质灵魂。匠人精神讲求从容独立、踏实务实；摒弃浮躁、宁静

致远；精致精细，执着专一。旅游投资需要专业团队与匠人精神，只有这样

旅游产品才能精雕细琢，才能制造旅游精品，从而形成强大的竞争力，投资

方才能获得良好收益。三是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与心胸旷达的文化情怀。这

是旅游投资与人生成功的保障。投资不能计较一时得失，需要长期的耕耘与

奋斗。同时，投资也讲求胸怀与情怀，要有情操与追求。这种文化情怀不完

全是追求经济价值，也包含追求社会价值。投资方可通过运用商业手段，解

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目的。尤其是在旅游目的地的投资中需要这种情怀，

采用更公平公正的手段以解决地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此，才能促进旅游

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获得旅游投资的长期收益。

二、旅游者的意义

旅游已成为当代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旅游对旅游者意味着什

么？这是旅游业与旅游研究的核心问题。关于旅游者的旅游意义，达波勒·

史蒂芬森 （Ｄｅｂｏｒａｈ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２００９）等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旅游作为
逃离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甚至只是暂时的逃离；二是旅游作为自我发展的

一种方式，丰富自身体验的一种方式。由此旅游者具有多种多样的动机与需

求，如文化动机、健康动机、交际动机、地位与声望等。其中，文化旅游者

的主要动机是探求文化真实性体验，由于文化真实性的多元化，其实际上是

一个包括客观真实性、建构主义真实性、存在主义真实性、后现代主义真实

性的文化真实性的连续体 （ＥｒｉｋＣｏｈｅｎ，ＳｃｏｔｔＡＣｏｈｅｎ，２０１２）。与此同时，
对于个体而言，真实性体验的追求也是转换的，有时追求这种类型的真实性，

有时追求那种类型的真实性。这些文化体验是从旅游地基于社会意义与价值

构建的一套象征体系中获得。与此同时，还存在自然生态、挑战，以及商业、

审美、大众旅游等多个方面的旅游意义或旅游动机。克劳奇 （Ｃｒｏｕｃｈ，２０００）
构建了一种身心合一的体验框架，认为旅游主体参与了旅游空间，而旅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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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嵌于旅游者的身体，二者相互作用实现着旅游者的文化意义。这存在三

种互动的途径或方法：一是旅游者通过多种感官来理解世界，并通过视觉、

触觉、嗅觉、听觉、味觉多种感知之间的互动与空间相遇。二是身体为空间

所包围，并与它进行多尺度的相遇。三是旅游者与空间进行着互动，把自己

的个性与行为注入到空间中，因此空间也与旅游者及其身体相遇，旅游者由

此通过周围的环境表达着自身，并由此改变自己的意义。由此可见，旅游者

的意义是明确的，也是建构的。旅游投资必须建立在旅游者意义分析的基

础上。

国内旅游投资需要分析我国居民当前的生活环境、生活状态与生活意义

的基本状况，注重旅游在其中充当的角色与作用，强调把旅游投资与解决居

民生活问题、提升人生意义视角出发，建设相关的旅游产品、旅游项目与旅

游目的地。如针对 “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典

型的观光旅游者与知识驱动型旅游者，应要重点投入自然与文化遗产等典型

的文化符号及其相关配套服务与设施；针对城市病而选择逃离的居民，需强

化城市周边环城游憩带的乡村旅游与休闲度假地的投资，当然这需要与交通

条件综合考虑；针对雾霾、环境污染、工作压力等人居环境与工作压力问题，

应大力推动康体养生与休疗度假产品投资；针对中国人最为重视的小孩教育

问题，应重视创造儿童与青少年教育的休闲与旅游空间；在 “乡愁”与怀旧

的情绪下，传统文化的保护、创意与复兴会一直是文化产业投资的重点；针

对 “娱乐至死”的后工业时代，娱乐旅游应成为旅游的重要旋律；在中国的

现代化社会转型中，反映新型现代生活方式的新兴旅游形态，如露营、帐篷、

房车、游轮与邮轮、运动与探险、购物、商务、会奖、影视、科技文化，

等等。

三、投资地的意义

与此同时，旅游投资的意义还应从旅游地内部进行探寻。关于地方的文

化意义，有较多相关论述，对此美国著名地理学家戴维·哈维 （２０１０）进行
了广泛而深入的总结与阐述，他认为地方是一种社会建构。地方是被建构和

体验为物质的、生态的人造物，以及复杂的生活关系网络，它们是想象、信

仰、渴望与欲望的焦点。同时，地方的未来也取决于我们的创造，从而构建

具有物质的、再现的和象征的多重维度的地方。旅游目的地与旅游项目，其

意义应该是旅游投资方意义、旅游者意义与地方意义的综合。除了经济发展

与经济收益，还需要从感知结构、情感、地方身份与认同的这些深层次意义

入手去分析旅游目的地的意义。克劳奇 （Ｃｒｏｕｃｈ，２００１）认为空间是多尺度
的。旅游地作为一个媒介，通过它，旅游者与世界、旅游符号与环境得以互

动与协商，从而可以构建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各自清晰的意义。

因此，对于旅游目的地的投资与建设，需提供各方旅游意义满足的旅游

符号、旅游空间、旅游服务、旅游产品与旅游设施等。首先，选择适宜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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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目的地。可根据上述旅游者的意义，对相关目的地进行甄别与筛选，确定

心仪的目的地进行项目投资。不可忽视的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出境旅游的优

势，采取 “走出去”投资战略，进行国外旅游项目投资。其次，需要明晰旅

游项目的意义。它应该是各方利益主体协调的产物，这需在各方利益主体的

文化意义基础上进行提升与整合，构建新的文化意义与文化价值，并进一步

将旅游目的地或旅游项目建设为新的旅游文化共同体。第三，建设表征文化

意义的符号与空间。旅游符号是区分不同景区的标志，不同的旅游符号对游

客来说有着不同程度的满足。同时，除了符号，还需营造文化意义的旅游情

景与旅游氛围空间。文化符号主要满足视觉效应，而情景与氛围空间却可以

提供旅游者全方位的感官体验。其中，可以通过建筑与景观设计、场地规划、

故事讲解、商品销售体验、文化产品制作参与、餐馆与美食等，不断制造着

旅游惊喜。第五，进行相关的文化意义支撑系统建设，这包括旅游意义的宣

传与营销、旅游意义的要素投入 （语言文字、资金、信息、科技、人才、政

策、物质等）、旅游意义的空间管理、旅游制度创新等。

（肖佑兴：广州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吴林，广州大学旅游学院研究生）

云南旅游投融资发展的态势与预判

朱晓辉

旅游消费升级为全域旅游发展提供动力，拉动了旅游经济的快速增长。

国内旅游产品有效供给的不足，进一步拉动了产业投资和创新的热潮，为旅

游供给侧改革提供了较好的切入点。２０１６年，云南旅游发展总收入由 “十二

五”末的３２８１７９亿元增长到４７２６２５亿元，旅游重大重点项目也由３４２个
增加至５１３个，累计完成年度投资５８０亿元。

一、云南旅游投融资发展的态势

（一）政策红利不断释放

围绕旅游投资与消费的增长，政府出台了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

的意见》 （２００９）、 《关于金融支持旅游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２０１２）、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旅游业的实施意见》（２０１２）、《国民旅游休闲
纲要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３）、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２０１４）、《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２０１５）以及相关的
《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关于促进金融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关于加强土地统一管理的会议纪要》《云南省旅游条例》等一系列国家和地

方法律法规文件。云南旅游发展要紧抓政策红利不断释放的契机，为加快旅

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获得多方政策和

金融支持。同时，云南也要结合 “旅游强省”建设和 “全域旅游”发展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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