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为满足多元化尧多层次尧复合型的旅游需求袁2008 年袁中国在旅游工作会议

上将现代旅游业转型作为国家层面的旅游发展战略袁明确提出新型旅游产品的开发袁使之

更具有休闲化尧体验性尧多元化尧特色化遥微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形式袁在出游时间尧方
式尧目的地尧活动内容等方面更加灵活自由遥 它与短途旅游尧背包旅游有着本质的区别袁具
有时间短袁距离近袁小众市场袁体验性强袁无景式袁消费少袁随意性大等特色袁这正迎合了中

国旅游产品转型的市场需求遥微旅游的发展应在政府部门引导和旅游企业参与之下袁遵循

自身特色和传统旅游开发的基本性原则袁 抓住特色旅游市场需求袁 创造新型的微旅游产

品袁改善旅游服务质量袁努力挖掘潜在微旅游市场袁运用信息网络平台加大营销力度袁在现

有的旅游政策基础上完善微旅游保障机制遥 唯其如此袁微旅游得以持续稳定地发展袁促进

中国旅游业的有效转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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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2010 年袁随着新浪微博的正式上线袁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微时代遥 现今野微冶字已经对中国

人的日常生活和语言生活造成深刻影响遥于是出现了微电影尧微分析尧微公益尧微祝福尧微达人尧
微信尧微爱情尧微淘尧微支付尧微理财尧微客服等一系列与野微冶有关的词语和现象遥随着中国旅游

业的不断发展袁2011 年也出现了带野微冶字的野微旅游冶一词遥 微旅游的流行离不开当今快节奏

生活方式的影响袁新时期的旅游者特别是青年人的时间越来越碎片化袁由于压力的存在有着

强烈的出游动机袁他们不拘泥成规袁不限于假期袁不在乎旅游的目的地袁看重的是在旅游过程中

的发现尧体验尧惊喜与放松袁于是就有了微旅游[1]遥
在国外袁没有野微旅游冶一说袁只是笼统指休闲旅游遥 2002 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尼尔首

次论述了休闲与旅游的关系袁并对休闲行为与旅游体验行为的区别进行比较研究[2]遥 如今袁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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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旅游现已成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袁它的出现标志着现代社会文明的进步遥 据国

外学者预测袁2015 年左右袁发达国家将陆续进入野休闲时代冶袁发展中国家也将紧随其后袁休闲

业将取代信息产业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3]遥
2008 年国家旅游局邵琪伟局长在中国旅游工作会议中将野转型升级冶尧野转型增效冶上升为

国家层面的旅游发展战略袁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的数年里将进入现代旅游业转型期袁其中旅

游产品的升级转型成为业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袁学术界对此争议颇多遥 比如刘思敏认为中国

需要走出野从观光旅游向度假旅游转型冶的误区[4-5]曰徐菊凤认为西方传统主流的旅游方式是以

度假旅游为主袁中国则以观光旅游为主袁随着旅游价值观的变化袁多元化与休闲化将是中国旅

游发展的大方向[6]曰张广瑞认为观光旅游与度假旅游是满足不同旅游市场需求的两种产品袁旅
游产品转型应该以旅游市场需求和当地开发条件为依据[7]曰刘少和认为我国旅游产品应从事

务性旅游到休闲性旅游袁从单一观光旅游产品向以观光旅游与休闲度假为基础的多元化休闲

旅游产品转变袁同时还需要向创新化尧体验化转型袁从服务经济向体验经济升级[8]遥 徐福英认为

在产品开发方面应大力推广野短尧平尧特冶渊短途尧平价尧特色冤旅游产品袁成倍提高乡村和城郊旅

游市场规模袁加强旅游产品组合编排袁完善自助旅游服务体系[9]遥 微旅游是一种休闲体验性强

的新型自助旅游袁具有时间短尧距离近尧消费低的特点袁这正迎合了当今中国旅游业转型所需

的休闲旅游产品遥 然而与其他休闲性的旅游如背包游尧周边游相比较袁我国目前对于微旅游专

门性的理论研究还比较缺乏遥 从当前所能查到的学术文献看袁尚未有研究微旅游的著作袁有关

的学术论文也屈指可数袁目前只有 3 篇袁且都是发表于一般性的刊物袁而在有关新闻报纸上的

发表或媒体报道相对比较多见遥 为此袁在当今中国旅游业转型的背景之下袁研究微旅游及其发

展实属必要袁不仅利于丰富休闲旅游产品内容袁促进旅游多元化和城乡经济的平衡发展袁还能

有效补充微旅游理论研究的不足袁以期提供理论参考遥
二尧微旅游概念界定

对于微旅游的概念袁当前尚未有统一的定论遥 最早的定义是来自 2011 年的新民晚报院野微
旅游冶就是指短小的旅行袁随时可以出发袁不需要太多的行装袁不需要长时间精心计划和刻意

安排曰可能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袁走一条陌生的小路袁看陌生的一切曰也可能逗留在生活的城市袁
逃离电子产品袁只是读读书尧晒晒太阳尧发发呆袁甚至只是慢慢享用一顿可口的大餐或在丝瓜

棚下尝尝农家土菜[10]遥 之后袁这一说法被广泛引用遥
随着各地微旅游的不断兴起袁学术界对微旅游概念的论述也层出不穷遥 贾云峰认为微旅

游是区别于长时间尧远距离的中长途旅游袁具有时间短尧距离近尧成本低尧慢体验的特点袁目的是

为了避免长途跋涉奔波的疲累和繁琐的旅游筹备袁就近地尧随行地进行一次彻底放松身心尧体
验另一种生活乐趣的休闲旅行[11]遥 随即袁同年中国旅游新闻网在调查尧总结各地微旅游发展状

况后提出院微旅游即指不需要太多的时间袁不去太远的地方袁不准备太多的行装袁不为某个景

点而前往袁也不必做行前的周密计划袁要的只是一种旅程短尧费用低尧又具特色的休闲之旅[12]遥
吕杨尧周磊认为野微旅游冶是利用被分割的野微时间冶袁进行化整为零的野微消费冶袁形成细致

真实的野微体验冶[1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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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丽蓉尧张文建把微旅游看成是一种短小精悍的旅游曰并指出微旅游比传统旅游产品的

旅游时间更短袁游玩距离更近袁旅游人数较少袁出行更加灵活自由袁不以传统的观光景点为目

的袁更加注重旅游者在整个行程中的体验性与互动性[1]遥
何鑫尧汪京强从传统旅游的暂时性尧异地性和非生产性三要素和短途旅游的区别来界定

微旅游是具有旅游属性的休闲方式[14]遥
结合当下学者对微旅游的概念袁可以理解为院微旅游袁即一种利用零散的闲暇时间袁为释

放压力袁放松心情袁无需太多计划与筹备袁随意到市郊宁静的乡村或山间进行为期 1要2 天低

消费的休闲体验旅游遥
三尧野微冶本质

微旅游是一种新型的旅游形式袁一些消费者在其概念的理解上袁往往会误解为类似于野换
汤不换药冶的短途旅游尧背包旅游遥 其实袁从某些方面比较三者袁还是有一些明显的本质区别

渊见表 1冤遥
表 1 三种不同旅游形式本质区别

资料来源院根据文献[14-16]整理遥

四尧野微冶特色

根据媒体和学者对微旅游的概念性研究袁总结微旅游具有以下几点野微冶特色遥
渊一冤野微冶时间

微旅游基本限定在一日游的范畴内袁最多不超过两日游遥 主要集中在周末渊与小长假非重

叠部分冤袁也有的是在平时上班期间的闲暇时间袁在时间上类似于一日游尧二日游尧周末游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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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袁都市中里的上班族和高校学生面对现实的工作尧生活和学

习压力袁难以挤出闲暇时间进行旅游以释放压力遥 两日以上的多日游耗时耗力袁需要精心计划

和刻意安排袁较长的闲暇时间对于上班族和高校学生来说不会因为工作尧生活和学习的压力

可随时转移或提前遥 另外袁大小长假的集中旅游不仅增加人们出游的时间和开销成本袁由于拥

挤而造成体力上的劳累也严重影响了旅游者的旅游体验感受袁 造成旅游满意度和质量低下袁
进而影响旅游者的重游率遥 微旅游的出现袁使得原本零碎的闲暇时间能够得到充分有效利用袁
正好满足时下生活紧张的青年人遥 微旅游不一定需要大小长假袁只要微旅游者能抽出半天或

一天或两天的时间袁就可以体验一场既愉快又轻松的短暂旅行袁将压力得以释放遥 如市场上出

现的 CityWalks尧SideTours 与 TravelTime 等野微旅游冶活动袁持续时间都较短袁参与者最多花一天

的时间便能享受到一次微缩的旅程[1]遥
渊二冤野微冶空间

由于微旅游的时间短袁空间上微旅游不会像中远程旅行那样跋涉袁微旅游者的游憩点可

能是其熟悉的城市或乡村的某一处袁可以坐汽车或自驾车或骑车袁也可能步行就能到达的目

的地遥 随着现代交通的不断完善与升级袁自驾游尧动车游尧高铁游迅速兴起袁微旅游活动的空间

跨度一般在市内尧周边 300 千米辐射范围内遥 主要分布在都市区和近郊乡村游憩地袁少数微旅

游位于远郊区[17]遥 在空间上类似于周边游尧近郊游尧远郊游遥
渊三冤野微冶主体

微旅游的主体是一个较为小众的市场袁微旅游者与大众旅游者有着鲜明的差别[1]遥 客源

上袁微旅游者以都市上班族渊含单身族和已婚族冤尧高校学生为主袁工作尧生活或学习压力较大曰
年龄尧学历方面袁多为青年人袁文化程度较高曰思想方面袁微旅游者追求独立尧自由的生活袁喜欢

使用微博尧微信等信息化工具袁他们在旅游过程中在意的是自我情感的表达遥 根据旅游业内人

士介绍袁微旅游简单尧随意的形式受到市民的青睐袁在白领阶层更是十分受宠遥
渊四冤野微冶消费

物美价廉是众多消费者所期望的遥 由于微旅游的活动相对简单袁无需投入太多成本袁不设

立门票袁产品定价较低遥 这种定价无论是对于都市上班族还是高校学生都能接受袁不会使他们

犹豫不定袁而且还可能引起他们的持续关注或重复购买袁让微旅游市场经久不息遥
渊五冤野微冶内容

微旅游的开发是为了鼓励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走出家门袁以缓解工作尧学习或家庭带来

的压力袁追求一种体验式的旅游活动袁对旅游景点要求不高遥 有时就是到附近一个宁静偏僻的

小村庄走走袁闻闻乡村田野的鸟语花香曰有的也可能是暂时为了逃离都市的喧嚣袁去山间踏青

散步而已曰还有的是骑车或是开车到更远的较僻静的地方体验民情或地方农村文化活动遥 微

旅游者不在意是否观光型的旅游产品袁而更在乎的是体验性强的休闲旅游产品遥 从心理需求

角度看袁微旅游者在乎的不是美好的风景袁而是看风景时的心情袁以求休闲尧求体验尧求释放尧求
补偿尧求个性化的心理需求袁内容形式多样袁比如可去主题公园游乐尧去郊外烧烤或钓钓鱼尧去
城郊泡泡温泉尧去乡下观赏田园风光等等袁没有跟团旅游的诸多不便袁一切全凭自己做主[18]遥所

以袁微旅游者不选择常规集中旅游的景区或景点即无景式旅游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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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六冤野微冶体验

微旅游者大多为都市上班族和高校学生袁他们旅游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工作和学习的压

力袁获得休闲和体验的空间遥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社会旅游消费的潮流袁比其他旅游人群

更加追求个性化的旅游体验袁要让微旅游者在微旅游中感受到有别于其他旅游体验遥 这种求

释放尧求解脱的旅游动机决定了微旅游者相对于其他群体对个性化的体验型旅游产品有更高

的需求袁比如去农家采摘农产品尧去农家参与体验加工农产品制作过程渊如制茶尧自酿葡萄酒冤
等这些体验性强的活动遥

渊七冤野微冶准备

一次完整的旅游行为发生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院经济能力尧闲暇时间和旅游动机遥 一般

情况下袁经济能力和闲暇时间是阻碍人们出游的主要限制因素袁而微旅游费用低袁时间灵活袁
无需等到大小长假袁相对中远程旅游来说袁这两个因素对微旅游的限制会小得多袁影响极为有

限遥 为此袁旅游动机就成了微旅游者能否实现旅游行为的决定性因素遥 由于微旅游动机的产生

不可预测袁很多潜在的微旅游者往往是因为偶然之间或临时起意而产生的动机袁具有一定的

偶然性和随意性袁这说明微旅游者的旅游出行并没有完整的计划遥 相对于中长途旅行袁微旅游

的形式更加轻松袁拿起背包说走就走袁无需太多准备袁出游时间和方式随意性大遥 这种随意性尧
即时性非常适合身心放松尧追求休闲生活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袁很大程度上也削弱了旅游者出

游的阻力袁使众多的潜在旅游者能够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现实微旅游者袁利于扩大微旅游市场遥
五尧野微冶策略

微旅游是近几年兴起的一种新型休闲旅游产品袁正在为旅游地带来无限商机遥 然而袁面对

日益盛行的微旅游袁其在产品设计尧开发尧营销尧政策体系等方面还未完全步入正轨遥 旅游地有

关政府部门和旅游企业应当根据微旅游的特色和当地条件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策略袁才
能将野微冶商机转化为大财富遥

渊一冤遵循野微冶原则

1. 就近原则

由于微旅游的活动空间与旅游者出发地之间距离近袁故微旅游地域空间不宜太远袁遵循

野距离衰减规律冶袁按照现今的交通状况袁一般控制在 300 千米的空间范围内遥 比如在都市周边

可以考虑开发周边游袁市郊游曰稍远一点可开发一日游尧二日游尧自驾游等遥
2. 非主景原则

根据微旅游的微内容即无景式的特点袁在规划微旅游项目时不应按照常规的旅游景区规

划进行设计开发袁 应将城市及其周边的乡镇等非常规景点作为微旅游的景区来规划开发袁不
设立门票收费袁便于微旅游者自由出入袁达到个性化尧特色化的景观效果[19]遥 可考虑开发自助

游尧乡村游尧农业游尧工业游尧森林游尧村野游等遥
3. 整体性原则

根据微旅游的随意性特点袁微旅游者一般是走到哪儿吃住就在哪儿袁为此袁这些内容所涉

及的交通尧餐饮尧住宿以及不可或缺的现代信息通讯设备等相配套服务体系就要进行改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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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袁但要考虑与正在改造或建设的城市尧乡镇形成整体效应袁达到协调的景观效果[19]遥
4. 特色化原则

龙行网导游郭靖表示有的旅游者会认为微旅游与自助游差不多袁只不过是将地点选在离

家更近的周边地区遥 其实袁微旅游者对周边景区环境及其配套设施的要求并不会降低袁他们对

价格更加敏感袁故旅行社在包装微旅游产品更需要创新袁挖出更多符合未来发展趋势袁又别于

传统旅游概念的新元素遥 不一定要针对高端市场袁但是袁要在细节上追求精致袁还需要一些比

较特色的垄断性资源渊如茶叶尧果蔬尧毛竹等农业资源冤袁提供高品质尧个性化的特色产品才能受

到微旅游者青睐袁否则野换汤不换药冶的产品难以打动他们[20-21]遥
5. 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开发微旅游产品时袁必须有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袁以旅游可持续发展为目的遥 不能破坏都

市周边或乡村的自然和人文风貌袁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曰不能对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

不良影响袁保证环境生态效益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22]遥
渊二冤抓住野微冶商机

随着微时代的到来袁微旅游为平静的旅游市场注入了新活力袁成为一种新时尚尧新趋势袁
为旅游企业带来无限商机遥 而旅行社想要抢占这种野微冶商机袁需要俘获旅游者的心理需求袁在
微旅游的产品设计上下功夫袁注重开发品质旅游袁让大家享受旅行袁爱上旅游遥

首先袁旅游经营企业应加强创新理念袁鼓励并支持员工创新袁制定创新奖励机制曰其次袁注
重创新人才的培养遥 旅游经营企业应对员工进行创新能力评估袁加强相关员工的岗位培训袁提
高创新能力袁并组建一批创新专业团队袁便于挖掘利用旅游市场潜在的野微冶商机曰最后袁积极调

查分析微旅游者的旅游需求袁加强对微旅游产品内容的创新袁深度挖掘都市或乡村文化的内

涵袁结合社会旅游时尚袁重视开发非常规景点袁设计出或新或奇或特的体验型微旅游产品袁吸
引广大旅游者前来消费遥 目前袁一些旅行社在网站上已经开始关注微旅游市场的开发袁把传统

旅游产品的包装进行创新袁即把固定的传统旅游线路改成菜单式尧组合式的可选择线路袁推出

短途野微旅游冶套餐袁微旅游者可自由选择门票加酒店的自驾游和大巴或短途动车加门票尧酒
店的半自助旅游[23]遥这种微旅游套餐能最大限度满足旅游者的个性需求袁有别于传统的旅游线

路袁更偏向自助型产品袁既方便又省心袁现已逐步成为各旅行社定制微旅游的一大趋势遥
渊三冤改善野微冶服务

由于微旅游追求的是无景式旅游袁与传统旅游相比袁对旅游资源质量的要求不高袁但特别

注重旅游中的体验活动袁为此袁在整个旅游活动中袁旅游服务工作人员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遥
为保证微旅游者获得满意的旅游体验袁首先袁无论是旅行社还是旅游点的服务人员袁都应树立

野服务至上冶尧野游客就是上帝冶的思想观念曰其次袁加强旅游服务管理遥 旅游经营者要加强对服

务人员的岗前专业培训袁提高员工的服务工作能力袁将微旅游服务标准化尧规范化尧统一化尧细
微化袁尽所能地做好微旅游中的每一处野微冶细节袁有效完成旅游服务袁以提高微旅游者的满意

度袁增加重游率袁增强企业竞争优势遥 比如辽宁铁岭的当铺屯村 2010 年在当地旅游局和村委

会的开发与管理下袁抓住都市人的旅游心理袁契合当前旅游业态袁嵌入微旅游模式袁精心打造

出一种供都市人体验的山水田园短期休闲度假旅游模式袁采取野五统一分冶的管理方式袁即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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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尧统一接待尧统一标准尧统一价格尧统一安排食宿袁分户结算曰在服务接待上也实行野五统

一冶袁即统一灯箱标识尧统一服装尧统一被褥尧统一餐具尧统一厨卫标准[24]遥 这种管理模式既能保

证旅游服务质量袁还能避免无序的恶性竞争遥
渊四冤扩大野微冶市场

目前袁微旅游市场主要还是针对都市上班族和高校学生群体遥 随着全国多地陆续开展微旅

游袁客源市场在不断扩大袁除了主要的上班族和高校生群体外袁其他群体也正在加入这种以健

康休闲的旅游活动中遥 比如退休健康的老年人渊60要70 岁冤袁随着我国老龄化的不断加强袁银色

市场是一支潜力非常大的旅游群体袁由于他们在经济和时间上的特殊性袁旅游需求并不弱遥 虽

然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灵敏度不如青年人袁但他们可以参加一些就近的轻松尧便捷易于健康的体

验活动袁丰富老年人的生活乐趣遥 比如在政府和社区的支持下袁运用微旅游模式在大都市的住

宅小区可以考虑开发微旅游产品要要要野社区游冶遥 这种产品是以旅游业发展为纽带袁以旅游市场

增长带动旅游产业发展袁推动社区全面建设袁以特色社区吸引积聚人气尧以景观环境改造推动

生态提升袁以人居品质优化促进民生改善为发展模式袁打造景区化社区[14]遥 2013 年南京市鼓楼

区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将全区的特色街巷尧场馆进行旅游化改造袁打造成具有观赏游憩价值的

野微景点冶袁 这是鼓楼区对微旅游发展模式的一种新探索遥 在不同社区推出了不同的微旅游形

式袁如石头城社区野历史文化冶游尧紫金智梦园野创新创业体验冶游尧颂德里社区 野乒乓文化冶游尧下
关体校野羽毛球体育冶游尧丁山社区野电影文化冶游尧颐和路社区野将军文化冶游尧马台街社区野广厦

美术冶游等七大主题旅游体验项目袁活动内容丰富多样[14]遥这种微旅游产品不仅能满足老年人的

旅游体验需求袁又能吸引小区其他年龄段的居民前来参与体验袁利于挖掘潜在微旅游市场遥
渊五冤注重野微冶营销

在激烈的竞争中袁为抢占旅游市场袁以有效吸引游客为现实目标袁各旅游地在旅游宣传和

促销上袁投入越来越大袁手段越来越新遥 在网络营销普及的今天袁旅游经营企业应对微旅游打

造多元化互动宣传平台袁如 SNS 社交网络尧微博尧微信尧微电影以及携程旅行网尧穷游网尧驴评

网尧团购网等网络平台袁在分析传统目标市场和潜在市场特征的基础上袁对微旅游进行必要的

口碑营销袁向旅游者呈现微旅游产品的优势尧亮点和潜在价值[1][25]遥
渊六冤完善野微冶政策

微旅游的发展在很大方面需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袁相关的旅游政策及规章制度还需政府

部门牵头统一制定和实施遥 随着各地微旅游的不断开展袁目前还未有一套完整的关于微旅游

的管理制度与政策遥 为此提出以下建议遥
1. 建立一个多部门的协调组织管理机制

微旅游的开发关系到城市与目的之间的各种资源利用袁牵涉多个部门袁比如国土资源尧交
通尧农业尧林业尧财政等遥 作为旅游开发的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不仅要协调好多个部门的关系袁还
要做好村民的工作遥 为此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有必要发挥主导作用袁建立一个多部门和村民共

同参与的协调组织管委会袁具体负责景观建设尧微旅游者往返的交通运输尧旅游接待服务尧投
诉处理等等相关工作[26]遥

2. 建立资金政策改革与创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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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制定微旅游开发相关的资金扶持政策袁积极争取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资

融资袁吸引集体尧个人和外来资金袁投入到城乡道路建设尧农村建设尧特色农产品综合开发尧文化

资源保护尧乡村民宿或自助营地建设等方面[19]遥
3. 建立利益分配改革机制

微旅游的发展不存在门票收益袁旅游收益主要来源于微旅游者在目的地住宿及旅游体验

项目的消费袁如民宿吃住尧乡村农产品采摘及相关的文化活动体验等遥 而这些收益必须制定合

理的分配机制袁如股份分红尧生态补偿等方式袁采用合法分配手段袁使直接和间接参与者都能

从中获益袁避免利益分配不均引发矛盾冲突而阻碍微旅游持续稳定地发展[19][27]遥
4. 制定旅游教育政策

由于微旅游涉及市郊的乡村地区袁为提高当地居民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袁能更好地完

成旅游接待服务工作袁首先袁政府及相关教育部门应对村民推行本土文化与自然的知识教育袁
便于村民能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本地的文化旅游资源和自然物产丰饶度曰其次袁由政府和相关

旅游部门牵头引导袁与都市的相关高校建立校企合作袁实现产学研结合袁高校可派相关专业教

师对当地居民进行必要的专业尧职业授课培训遥
5. 制定旅游安全保障制度

微旅游是一种新型的户外自助性旅游袁与传统旅游一样袁涉及吃尧住尧行尧游尧娱等旅游行

为袁有爬山涉水等旅游活动袁旅游安全不可忽视袁所以在发展微旅游时袁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

应制定并实施关于微旅游安全管理条例袁比如通过立法明确禁止集体和个人有偿组织微旅游

活动曰明确微旅游者的权利与义务职责曰加强微旅游的安全宣传教育袁提高群众的旅游安全意

识曰开展微旅游的意外伤亡保险等等管理办法[28]袁适当引导袁使微旅游规范发展尧安全有序遥
总之袁由于微旅游的特色袁它的开发与发展需要政府的引导袁旅游经营者的协助参与袁各

相关部门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遥 根据微旅游者的特征将旅游需求落到实处袁不断创新微

旅游产品和改善微旅游服务质量袁加强休闲体验型微旅游产品的开发袁想微旅游者之所想袁才
能在微旅游发展中取得效益袁引导微旅游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袁顺应旅游业的转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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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diversified, multi-level and complex travel demand, at the meeting of

China tourism work in 2008, China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 ( CNTA ) decided to transform the modern
tourism as tourism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ational level, proposed the creation of new tourism products, and
made it more leisurely, experiential, diversified and characteristic. As a new tourism form, the micro tourism is
now getting more popular for most tourists as to the travel time, the method, the destination and the activity
contents. It has essential difference from the jaunt and backpacker tourism. It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 of a short
time, short distance, niche market, no scene type, less consumption and randomness, which caters to the
demand of the Chinese tourism products transform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 of the micro tourism,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tourism enterprises shall follow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radit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to meet the demand of special tourism market, create a new type of
the micro tourism product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ourist services, and explore the potential for the micro
tourism market.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the micro tourism market,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tourism
enterprises shall make full use of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platform to increase marketing efforts and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micro travel security. Based on the existing tourism policy, it is suggested to make sustained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micro tourism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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