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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格局变化下的旅游业态转型与创新探究

陈梓楠
(成都工业学院

,

四川 成都 6一 7 3 0 )

【摘 要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以及竞争的不 断激烈
,

我国的旅游产业在发展模式
、

组织结构
、

形态特征以及功能

作用等多方面都 已经到了进行改革的关 口 ;与此同时
,

我国旅游的市场需求也呈现 出了常态化
、

多样化以及大众化的特征
。

对

旅游市场进行再细分
、

技术化以及路线近程化的新的市场要求
,

是旅游业态进行创新和转型的征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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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目前来说
,

我国旅游业态所表现出来的类型 性化了
。

据相关的调查表明
,

在我 国出游的人群

有复合型
、

专业型
、

集聚型
、

衍生型 以及准公共型 中
,

有大约 48 % 出游的 目的是为了观光
,

而以体假

等 ;这些新的业态发展为我 国的旅游产业注人了新 为目的的 比例 占 35 % ; 并且
,

在以观光为 目的的群

鲜血液
,

促进了我 国旅游业的发展
。

但是
,

在市场 体中
,

除了传统意义上 的观光旅游胜地和景点
,

比

格局不断变化的今天
,

仅仅上述类型是远远不能够 较具有现代气息的异国风情
、

修生养性场地
、

观光

满足市场需求的
。

对旅游产业进行改革和创新
,

在 游艇
、

体育类诸如赛马
、

高尔夫
、

还有各种冒险
、

购

类型上进行转变
,

才能更好地吻合市场需求
。

要想 物
、

农村
、

会展等全方位的旅游市场都处在迅猛发

对旅游业态进行转型和创新
,

就必须对旅游市场 目 展的过程中 ;另外
,

不同年龄段群体的旅游项 目也

前所面临的环境和格局变化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
,

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

年轻的白领们比较喜欢类似

只有这样才能有重点
、

有方向地完成转型和创新的 于异国风情
、

修生养性场所以及如马术和高尔夫等

发展任务
。

这些旅游项 目
,

而年轻群体则更偏爱于购物类
、

探

一
、

旅游业态现状与格局 险探幽类以及露营和考察类的旅游项 目等
,

诸多的

在人们的需求呈现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时代 个性化选择都已经表明了我国旅游业正面临着多

背景下
,

我 国旅游产业所面临的现状和变化中的格 元化的市场需求
。

局有
:

(三 )旅游的客源呈现分散化特征

(一 )人们旅游的意愿呈现常态化特征 这一特征并非只是我 国的特征
,

在世界旅游产

随着我 国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
,

我国国民的出 业中
,

都是这一特征
,

它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游人数也呈现出剧烈增长的势头
。

据相关统计表 发展起来的
。

目前
,

客源分散化已经成为了旅游市

明
,

在我国
,

如果平均 G D P超过 1万元人民币
,

人们 场中客源的主要组成部分
。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

出游的意愿就会比较强烈 ;但是
,

在我 国经济发达 以及人们对于服务个性化的追求
,

传统意义上的团

的地区比如珠江三角洲
、

长江三角洲等
,

平均 G D P 体旅游的形式已经越来越不被人们所接受
,

因为这

都基本超过了 6万元人民币
。

可想而知
,

我国有意 种形式会严重影响人们旅游过程中的体闲心理和

愿旅游的群体数量是多么 的庞大
。

随着我 国体假 个人的发挥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助游
、

自驾

制度的不断完善
,

越来越多的工薪阶层都有了旅游 游等方式来进行旅游
。

在我 国
,

这样的情况 目前虽

的时间
,

在过去 的两年中
,

我国居民的平均出游率 然不太明显
,

团体旅游的形式还是处在重要的地

已经从 130 %上升到了 14 0%
,

这表明旅游业已经更 位
,

不过我 国游客呈现出分散化的特征在这几年中

加大众化了
。

居民的出游率不断提高
,

表明我国人 的发展异常迅猛
,

成为了人们外出旅游的重要方式

民旅游的意愿已经呈现出了常态化特征
。

之一
。

(二 )人们旅游的动机呈现多元化特征 二
、

旅游业态进行转型和创新的途径

一般而言
,

旅游的动机能够衡量一个地方旅游 (一 )在管理的模式上和产品上进行创新

市场的成熟程度
。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

人们在旅 对传统意义上的旅游产品进行升级并推出新

游的时候表现出的动机和想法已经逐渐多元化
、

个 型的旅游产品
,

是旅游产业的必然发展趋势
。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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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因素比如经济
、

政治
、

文化
、

社会和科技的影响
,

所以
,

旅游产品以及业界

的经营模式都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创新
,

这是旅游业

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的最基本的要求
。

1
.

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帮助创新
。

随着科技

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
,

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科

技了 ;在旅游产业中不断进行新技术的使用
,

是今

后旅游产业的必然发展趋势
。

就目前来说
,

很多新

兴的科学技术都已经在旅游行业中使用并已经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

在旅游产品上
,

通过新技术

的引用
,

已经出现了很多新型的产品
,

比如主题公

园里很多的观光设施和娱乐设施
、

通过网站采购旅

游
、

旅游的科技展示等
,

甚至虚拟旅游
,

这些都是引

用了新兴的科学技术而诞生的旅游新产品
。

2
.

引进先进的组织和管理形式来进行模式上的

创新
。

在我 国
,

由于旅游产业起步得比较晚
,

在管

理模式和运营模式上的发展空 间还非常大
。

在最

近的几年里
,

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电子商务的出

现
,

旅游企业在各方面都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 ;针对

游客方面
,

可 以大胆尝试网络预订系统
、

一条龙服

务以及团购 活动等创新形式
,

在管理上
,

可 以引进

lM s 等先进的企业管理系统来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

和水平
。

(二 )根据社会环境来进行创新

社会环境对旅游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 由于旅

游业所出售的更多是服务而非产品
,

所以其波动性

和不确定性比其他行业要大一些
。

一般来说
,

旅游

业一方面很容易受 内部以及外部因素和环境的影

响
,

另一方面这些环境和因素的变化又往往是旅游

公司进行创新的好时机
。

在进行创新的过程中
,

企

业要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来对 自身进行调整和控

制
,

这样才能更好地吻合人们的需求
。

比如我国最

近几年对于假期长短的调整对人们的出游时间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
,

另外国际环境比如利比亚局势动

荡等对人们的出游选择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
,

在这些

环境变化中
,

旅游企业要么要对出游的时间进行调

整
,

要么对出游的路线进行调整
,

这样才能使创新

的结果和方向更加有针对性
,

更加有效
。

(三 )对经营的方式进行创新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于信息技术

的使用频率不断提高
,

传统的旅游经营渠道和方法

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了 ;通过信息技术

的引用
,

能够让旅游企业在经营方式上进行更加有

效的创新
。

比如 目前在旅游服务方面影响比较大

的商务网站去哪儿
、

携程等由于其便捷的旅游服务

而受到了消费者的广泛青睐
。

在进行经营模式的

创新时
,

可 以考虑进行集团化
、

分时度假等更加细

化以及方便的形式
。

(四 )根据社会文化来进行创新

由于旅游对人们而言已不再陌生
,

所以人们在

旅游的时候对于旅游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

对

于理念的看重程度也越来越深
。

目前业界针对这

一变化也进行了很多的创新尝试
,

推出很多如健

身
、

养生
、

泡吧等符合人们需求的旅游理念
,

另外在

产品上 的创新也有很多
,

比如中药疗养
、

温泉 s PA
、

健康饮食等各种旅游项目
,

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在进行这些创新的时候
,

需要注意项 目或者产品的

文化内涵是否符合社会的大文化背景 ;这种文化背

景既包括旅游者的文化背景
,

也包括旅游地的文化

背景
。

三
、

旅游业态进行转型和创新的内容

在新的市场格局下
,

对旅游业态进行转型和创

新的 目的就是
:
在管理上实现粗放型过渡到集约型

的转型 ;在规模上实现规模化过渡到规模与效益的

转型 ;在功能上实现经济功能过渡到综合功能的转

型
。

在进行转型和创新的过程中
,

需要进行的内容

包括
:

(一 )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
,

对产业内部的

旅游功能进行优化
,

这是旅游业态进行转型和创新

的第一步
,

也是重要的一步
。

在进行功能优化的过

程中
,

一方面要提高旅游的生活服务水平
,

另一方

面
,

也要对旅游业生产性的功能进行发展和创新
,

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
,

要注意各方面的紧密联

系
,

不能出现脱节的情况
。

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还

是旅游产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

(二 )对产业集群进行发展
,

提高旅游产业的表现形

式

产业的集群 已经成为了当今城市产业的一个

新的亮点 ; 同时
,

大型的现代性服务聚集区的诞生
,

不但让区域园区产生 了旅游的价值
,

还让旅游业的

发展找到了新的丰富的方向
。

并且
,

这些产业集群

往往都融合了多种科学技术手段
,

对提高旅游产业

的吸引力和形象都具有很大的帮助
。

(三 )对旅游的产业链进行拓宽
,

尝试和其他产业进

行融合

对旅游业态进行创新的本质就是在紧密对旅

游产品进行创新的同时
,

让旅游的产品价值得到提

高
,

同时在提高价值的同时保持旅游产业处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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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
。

旅游产业要想进行增值
,

就必须满足人们

的多种需求
,

而满足多种需求的途径就是进行多产

业的融合
。

在进行产业融合的时候
,

可 以在产品

上
、

资本上和技术上进行融合
,

这样才能让转型的

方向和范围更加有效
。

(四 )在政策上对大中小的旅游企业进行扶持
,

创造

有利于旅游产业创新和转型的有利政策和条件

旅游产业在我 国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

同时
,

发展服务型产业对于建设我 国绿色经济具

有重要的意义
。

只有通过 内部 的创新尝试和外

部的环境支持
,

我 国旅游业态才能够更好地为我

国经济创造更巨大的效益
,

才能更好地向人们提

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 同时
,

旅游企业才能在竞争

中不断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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