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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意经济视角的福建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周容霞 

 

（福建江夏学院 工商管理系，福州 350002） 

 

摘  要：当今，创意堪称是旅游业生存发展的“金手指”。对福建省旅游业的发展进行 SWOT 分析，

指出福建省旅游业在地理、经济、文化、旅游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在旅游产业集群、交通网络、旅

游品牌效应、创意人才等方面的劣势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加强旅游开发创意规划、推进旅游

区域全面合作、加快交通网络建设、加强旅游营销创意、加强旅游产品创意、加强创意人才培养引

进和大力发展主题乡村创意旅游业等一系列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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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旅游市场日益竞争和需求日益多样化的形势下，创意旅游成为未来旅游业发展的方向。福建

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东南沿海、台湾海峡西岸省份，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福建单靠传统意义上

的旅游产业难以支撑起旅游业发展的重任，如何打造创意旅游才是唯一的出路。 

一、创意经济理论与发展实践 

创意经济并非新生事物，它贯穿于人类文明的进步。1998 年，英国政府首次提出了“创意产业”的定

义，强调创意产业的核心内容是文化和创意，推崇创新和个人创造力。随之，日本、韩国、美国也纷纷开

始认识到创意的时代已经来临……而“创意经济”一词最早是由英国学者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

书中提出的，他认为，创意经济是创意、创意人群、创意活动、创意产业的统称，其核心便是创意产业[1]，

显然，这一定义大大拓展了创意经济的内涵。 

创意产业被提出来以后，得到了很多国家的高度重视，创意产业也因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据有关资

料显示，全球创意产业每天创造 220 亿美元的价值，并以 5%左右的速度递增，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

发达国家增速尤为明显[2]。在国内，创意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深圳、成都、北京、杭州、长沙等地都制

定了创意产业的发展规划，并已着手建设各种主题的创意创业园区，创意产业逐年创新高[3]。 

二、创意在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 

现代旅游业的竞争已由传统的价格竞争转化为创新竞争。创新离不开创意，一个好的创意项目对拉动

社会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4]。仅以 2005 年湖南卫视主办的“超级女声”这一典型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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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经济”为例，社科院专家估计“超女”对社会经济总贡献约几十亿元[5]。同样，旅游业的发展也迫切需

要走创意旅游模式。 

（一）旅游需求的发展变化离不开创意思维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单一的、静态的观光旅游产品早已不能满足旅游者

日益增强的个性化、参与性、体验性的需求，客观上要求旅游地根据自己的旅游资源条件创意、策划出特

色突出、个性明显、参与性强的旅游项目和产品。 

（二）旅游资源的创新性开发离不开创意思维 

随着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景点的旅游资源早已开发殆尽，剩下的多是特色不

太鲜明或开发难度较大的一般旅游资源，这类旅游资源要想在众多同级旅游资源中脱颖而出，求新求变求

异是关键。所以，在开发过程中必须更多地依靠独特、新颖的创意，走产品差异化路线，尽可能地避免与

其他资源的同质或重叠。 

（三）旅游品牌塑造与市场开拓离不开创意思维 

在纷繁芜杂的旅游海量信息面前，如何让游客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一旅游产品上，创意显得尤为重要。

好的旅游创意，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开发出更具吸引力的旅游产品，而且可以通过新颖的促销理念和手法，

使原有的旅游产品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起到点石成金，事半功倍的效应。从某种程度上讲，创意已经成

为旅游营销、形象策划、品牌塑造最关键的因素。 

三、福建省发展创意旅游业的 SWOT 分析 

在国际和全国旅游业总体扩张的背景下，认清我省创意旅游业发展的现状，明确创意旅游的目标定位，

对于推动海西旅游事业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存在的优势（strengths） 

1.优越的地理环境 

福建省位于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沿海链接地段，与台湾隔海相望，境内峰岭耸峙，丘陵连绵，河

谷、盆地穿插其间，山地、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 80%以上，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独特的区位地理

环境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是福建发展创意经济的基础条件，也是吸引各类人才、获得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 

2.日益增长的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 30多年来，福建省的经济呈现持续快速增长势头。“十一五”期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递

增 11％左右，预计到 2010 年底，福建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 1.3 万亿元左右，全省财政总收入有望达到

1800 亿元[6]。农业生产稳中有升、工业经济支撑有力、服务业步伐加快，三次产业协同带动推动了经济的

快速增长，为福建省发展创意旅游业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3.深厚的文化底蕴 

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赋予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才能增强旅游景点的竞争力和吸引力。福建以其特色

鲜明的古越文化和宋八闽文化、闽南、闽东、客家等区域文化，以及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建

筑文化、茶文化，多角度地展示其丰富的文化底蕴，也为创意的开展提供了载体。 

4.丰富的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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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依山傍海，气候宜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经过多年的开发与发展，福建已经逐步形成以丹山

碧水、闽越文化、生物多样为特色的闽北旅游，以历史文化、妈祖圣地、海蚀奇观、畲族民俗为特色的闽

东旅游，以侨乡特区、港口名城、台胞祖地、宗教文化为特色的闽南旅游以及以红色圣地、客家文化为特

色的闽西旅游。 

（二）存在的劣势（weaknesses） 

1.旅游产业集群程度偏低 

福建省风景名胜虽多，但资源禀赋的差异很大而且景点较分散，从闽东、闽西、闽南、闽北到闽中，

几乎每个市（县） 都有景点。但除了福州、厦门、泉州、武夷山四大旅游中心城市旅游收入相对稳定，大

部分一般景点吸引力较弱。而省会城市福州，其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却没有一定规模和

影响力的旅游产品，造成游客在福建滞留时间短、旅游消费低的局面。另外，受行政区划的限制，拥有旅

游资源的各地区企业缺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竞争不足和竞争过度同时存在，市场秩序比较混乱，

没有形成全省旅游市场一盘棋的发展战略，造成我省旅游产业集群程度整体偏低。 

2.交通网络不够完善  

近年来，福建省交通建设快速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各设区市到省会福州四小时交通经

济圈已形成。但交通网络与国内旅游经济发达地区的相比差距明显。主要表现在：交通网络辐射力不强、

导致很多景点无法开发，比如闽北松溪的湛庐山、浦城的浮盖山；道路状况差，影响景点知名度，比如泰

宁县的“大金湖”；进出通行能力差，严重影响旅游客源。福建省的地理状况和交通网络的不完善很大程

度上制约了福建旅游业的发展。 

3.知名旅游品牌效应不强 

福建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但知名旅游品牌的辐射能力、空间扩展能力有限，观光型旅游产品占很大比

例，旅游产品同质化和同构化现象严重。目前只有 5 个比较完善的品牌，即闽北武夷山、厦门鼓浪屿、莆

田湄洲妈祖文化、泉州崇武惠女风情和泰宁水上丹霞，品牌效应有待于继续提升。闽东白水洋、福州昙石

山等品牌才刚刚起步。 

4.创意氛围不浓厚 

创意经济是创新和研发领域中的一种经济类型，其形成和发展需要一个优良的创意氛围。尽管福建福

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等地区已形成各具特色的创意产业布局空间，培育了大批软件龙头企业，建

立了一大批创意产业园区，但创意氛围的浓郁程度仍远不及大连、北京、杭州等地。另外，福建省因各设

区市地区差异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创意氛围和创意经济发展差异显著。 

5.创意人才缺乏，从业人员素质不高 

我省创意人才极度匮乏。一方面，福建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数不多，对创意人才的重视和培养起

步太晚，使得我省创意人才不管是在量上还是在质量层面都明显滞后于创意产业的扩张；另一方面，旅游

业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高水平旅游产品的设计、旅游所购买产品的创新、

计算机的普遍应用和服务水平的总体提高等方面。能否拥有大量的各类创意人才，将成为我省夺取创意产

业发展至高点的决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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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临的机遇（opportunities） 

1.海西的先行先试 

继国家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战略之后，国务院于 2009 年 5 月出台的《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

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培育“海峡旅游”品牌，打造“我国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为福

建省的创意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2.优惠政策的陆续出台 

“十一五”期间省政府提出给与旅游企业、旅行社一定的财政支持和奖励，甚至对星级宾馆、饭店的

用水、用气等给与一定的价格优惠。2010 年 5 月，省政府正式出台《运用价格杠杆促进福建省旅游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为营造旅游业的诚信价格环境，全省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旅游价格专项整治行动。同年 7

月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些优惠政策的实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旅游

收入的增长。 

3.两岸关系的日益缓和 

继 ECFA 签署之后，两岸的经济联系和两岸关系日益密切，必将为福建省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福建作为许多台湾同胞的故乡，凭借对台区位优势、浓郁的妈祖文化和丰富的历史文化，无疑将吸引更多

的台湾游客。 

4.人民币的渐进升值 

人民币持续小幅渐进升值，使得本币计价的旅游资源升值，提高了国内旅游的吸引力。同时，人民币

升值加速了我国旅游业的竞争模式向以质量求生存的非价格竞争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了全国各地对旅游

资源的整合与创新策划，加快了创意旅游产业的形成和旅游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进而加速了旅游产业

的升级[7]。 

（四）面临的挑战（threats） 

1.国内知名旅游地优势显著 

据美国《新闻周刊》的评选结果显示，网民投票选出的代表中国的文化形象主要有北京故宫、长城、

苏州园林、孔子、兵马俑等，这些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对游客的吸引力是福建远不可及的。另外，内地与

香港、澳门更紧密贸易关系的全面落实，在给福建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的同时，势必也会带来一定

的挑战。 

2.旅游区域竞争日益激烈  

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已被许多省、市、县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加以重点发展。尤其是

与福建相邻的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地旅游业增长势头强劲，在旅游接待竞争力、旅游服务质量、区

域联合等方面都明显高于福建，变化多样的旅游项目不断推出，给福建省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

同时也分流了以福建为目的地的潜在游客。 

3.环境保护压力丝毫不减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把“建设生态优美之区”作

为海西跨越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如何贯彻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并举方针，妥善处理旅游业发展和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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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问题，是旅游业开发与发展建设中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 

4.不可测因素不容忽视 

受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福建省旅游市场 2009 年 1-9 月份接待入境旅游者约 200.1 万人次，

比上年下降 3%，实现外汇收入约 16.43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2.6%[8]。受 2009 年的甲型流感、今年的强台

风“凡亚比”、“鲇鱼”的影响，全省入境和国内旅游市场明显削弱。 

四、福建省发展创意旅游业的建议 

目前福建创意旅游产业的发展面临着优势与劣势共存、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福建应充分发挥优势，

利用机遇，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将挑战变为机遇，促进福建旅游产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加强旅游开发创意规划，推进旅游区域的全面合作  

加强旅游创意规划的征集和评审工作，开拓创新思维，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加强区域联合，实现优势

互补，谋求共同发展。积极借鉴江浙沪区域联合的经验，加快省际间和省际内区域联合的步伐，一改旅游

业发展各自为政，低水平竞争的局面，构建全省无障碍旅游区。闽东旅游区应着重加强与浙江、江苏、上

海等省市的合作；闽西客家文化旅游区应重点开展同广东省的合作；以厦门为龙头的闽南旅游区应主动加

强同台港澳之间的合作；以武夷山为中心的闽北旅游区应大力开展与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份著名景区之

间的台作；闽中旅游区则应充分发挥福州的集散地优势，积极开展同周边各旅游区之间的协作[9]。 

（二）加快交通网络的建设，完善创意旅游安全保障体系 

打破制约福建旅游业发展的交通瓶颈，提高可进入性。在发展公路、航空运输的同时，加快铁路建设，

加强道路运输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形成更安全、便捷的旅游通道。进一步完善通乡、通村交通网络，提

高公路的覆盖面和通达深度，提供可靠、便捷的交通条件，提高基础交通产业服务水平，营造一个安全可

靠、健康和谐的旅游环境[10]。完善创意旅游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加强旅游安全设施建设，重视景区安全

管理，落实安全责任。另外，通过塑造富有创意的交通安全警示牌、交通安全广告等来提醒游客提高交通

安全意识。 

（三）加强旅游营销创意，提高品牌知名度与吸引力 

福建要想在众多旅游品牌中脱颖而出，加强旅游营销创意是关键。第一，营销宣传口号要有创意。2008

年大连的“奥运在北京，购物在大连”的旅游宣传口号就是很成功的例子。第二，以举办国际服装节、全

国食品展销会等活动进行创意营销。第三，以申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优秀旅游城市等活动为创意

亮点，从产品、服务和管理等角度塑造福建旅游精品和名品，实施品牌带动战略，提高福建旅游知名度。 

（四）加强旅游产品创意，提高产品质量与服务品质 

一要加强科技创新，增加旅游产品科技含量；二要深度挖掘各地区现有旅游资源，凸显旅游的产品和

服务的“新、特、优”；三要丰富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内涵，开发更多旅游精品；四是要进一步提高省内星级

酒店、各家旅行社的服务接待水平，扩大接待规模和能力，努力为游客呈现集旅游饮食、购物、娱乐于一

体的特色鲜明的服务体系。 

（五）加强创意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提高从业人员整体素质 

一要明确定位创意教育，整合我市的创意产业教育资源，形成多层次、定位清晰的创意产业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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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产学研合作力度，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二要发挥我省的历史人文优势，积极营造诱发创意的人

文环境，为创意人才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激励机制与工作氛围。三要通过海外优秀创意产业人才的引进，

引导和带动福州本地创意人才整体素质的提高。另外，要重视提升旅游从业人员素质，积极引进高素质的

旅游管理人才，加强导游队伍建设，培养一批服务技能型人才，为创意的发挥提供坚实的基础。 

（六）大力发展主题乡村创意旅游业，助推旅游业健康快速发展 

福建拥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不失为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小城镇建设、推动旅游业发

展的明智之举。但由于对乡村旅游缺乏重视，缺乏系统规划、相关政策、经济和技术的支持，目前国内乡

村旅游呈现产品结构雷同、档次低的状况，一般的乡村旅游很难带来高收益[11]。因此，福建省在开发乡

村旅游业时要在保持乡土本色的前提下，开发更多具有鲜明创意产业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实现乡村旅游

区域化布局和差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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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Fujian based on Creative Economy 

ZHOU Rong-xia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Fujian JiangXia college,Fuzhou 350002,China) 

Abstract: Today,creativity is called a goldfinger of tourism industry about it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Bying 

swot analysis,this paper has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ourism in Fujian Province,pointed out its 

advantages in geography,economy,culture,tourism and other areas,disadvantages in tourist industry 

cluster,transport networks,tourism branding,creative talents,etc.Also analyzed the competition and 

challenges.Then it has proposed a series of meas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enhance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ning,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in tourist areas,speed up the transport network, strengthen 

marketing creative,innovate tourism products,strengthen the int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creative talents and 

develop innovative r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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